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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地处长江和运河交汇处，拥有
3000多年历史，自古为水陆要冲，交通
便利，漕运发达，商贾云集，文化底蕴深
厚。清末至民国时期，镇江已成为通商
大埠，工商实业、金融业、水电业等诸业
兴旺，商会、同业公会、工商自卫团等各
式团体组织纷纷成立。

1949年9月，镇江市工商联筹备委
员会（简称筹委会）成立，陆小波任筹委
会主任，组织接管旧镇江商会，改组原
同业公会，动员工商界人士支持抗美援
朝、恢复生产、稳定经济等，为促进镇江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53
年4月，镇江市工商联召开第一次会员
代表大会，陆小波当选为主任委员（连
任二、三届主任委员），标志着镇江市工
商联正式成立。

镇江市工商联成立初期，是以私营
工商业者为主体，国营企业、合作社和公
私合营企业等各类工商业者参加的，在
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团体。

1953 年 11 月，为贯彻落实党和国
家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市工商联配合市委
工业部选择大中机器厂、维生制油厂、
大新石粉厂、联业染织厂、恒顺酱醋厂
等 5 家企业，先行展开公私合营工作。
至 1956 年 1 月底，全市共 201 个行业
11537家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
营或合作化改造，占总户数的96.93%。

1956 年 12 月 18 日，市工商联主任
委员陆小波、副主任委员胡鲁璠、林静
波参加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次
会员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
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各级
工商联利用举办的工商界政治学习班、
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讲座等，组织广大
工商业者开展学习和教育，坚定走社会
主义道路的信念。“文化大革命”期间，
镇江市工商联停止办公。

二二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领导人民开辟
出一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道路。
1980年5月，镇江市工商联恢复组织活
动。12月，市工商联召开第四次会员代
表大会，陆汝纯（连任第五、六届主任委
员）当选为主任委员。

按照全国工商联提出的“坚定不移
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指
南，市工商联组织会员发挥经济管理、
专业技能的特长，开展经济咨询服务、
工商专业培训，创办学校，自办经济实
体，助推镇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有海
外关系的会员作用，开展同香港、澳门、
台湾地区和海外侨胞的广泛联系，助力
镇江引进资金和技术，促进外向型经济
发展。同时，推动各县、区陆续恢复和
建立工商联组织，大力吸收新会员，不
断壮大工商联组织队伍。截至1989年
8月，镇江工商联共吸收新会员204个，
其中企业会员152个，团体会员7个，个
人会员45名。

1991 年 7 月 5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
央统战部《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
示》，掀开了工商联事业快速发展的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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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镇江市工商联设立党
组。这为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方针
政策，坚持正确的办会方向，发挥自身

作用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保证。
1993年3月，镇江市委批复市工商

联增挂“镇江市商会”牌子。同年11月，
镇江市工商联召开第七次会员代表大
会，朱仁和当选为会长。

1993年10月8日，香港观塘工商业
联合会会长胡国祥、名誉会长杨孙西一
行17人访问镇江，参加“93镇江三国名
城旅游观光活动”，与市政府达成振兴
镇江商业的意向。之后，经过镇江市工
商联多次沟通联络，1994年4月胡国祥
投资兴建镇江商业城，1996年5月1日
镇江商业城正式开业，在镇江城市建设
发展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给镇
江市民百姓留下一段难忘的城市商业
生活记忆。

1997年7月，镇江市工商联召开第
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潘吉森当选为会
长。1999年1月18日，中国首家县（市）
级眼镜商会在丹阳市司徒镇成立。

2002年4月，镇江市工商联召开第
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孙志安（连任第十
届主席）当选为会长。同年7月9日，市
工商联组织召开国有企业改制情况通
报会，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方针政策和镇江市委、市政
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加快再就业工
作动员会精神，动员工商界人士支持国
有企业改革。

2002 年 12 月 30 日，72 岁的镇江金
聚楼烤鸭大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鄂锦
昆，以108万元现资购得京江发动机厂
产权，并承担该厂全部债权债务，保证
该厂481名干部职工不下岗，成为镇江
市内私营企业收购国企产权的先行者。

在镇江市各有关部门大力推动下，
2003年4月，镇江市工商联主动联系省
内外百家民企参加投资总额超过28亿
元共 97 个企业的 100 个改组重组项目
洽谈，有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程。

2010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
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
作的意见》，工商联工作逐步进入新的
历史阶段。2011年5月31日，市政府授
权市工商联为全市性社会团体业务主
管单位。

2012年6月，镇江市工商联召开第
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卢道富（连任十
二、十三届主席）当选为主席。

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市工商联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抢抓机遇，乘势而上，
积极引导和推动广大会员和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
献”，认真发挥桥梁与助手作用，着力强
化思想教育、参政议政、组织建设、服务
功能，强化与海内外工商社团和知名工
商界人士的友好交往与工作合作，推动
我市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与优化，鼓励
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参与
扶贫济困的光彩事业，参与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发展和繁荣先进的企业文化，
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做优，推动企业
家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切实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为稳增长、促转型、保发展和扩
大就业、造福民生积极贡献力量。

三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多次
强调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
不动摇”、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大力发展
实体经济、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一系列关于民
营经济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为做好新时代工商联工作提供了根本
遵循，增添了不竭动力。

镇江市工商联自觉担负起新的历
史使命，坚持“信任、团结、服务、引导、
教育”非公有制经济统战工作方针，坚
持政治建会、团结立会、服务兴会、改革
强会，努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
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持续深化理想
信念教育实践活动，践行新时代优秀企
业家精神，不断夯实“听党话、感党恩、
跟党走”思想政治根基，争做优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以“十大亮
点”“四好商会”等评比推动商会工作上
台阶，充分发挥总商会党委组织功能，深
入开展“党旗‘镇’红，同心建功”行动，形
成党建会建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不断
扩展服务领域，构建服务平台，创新服务
方式，优化服务举措，深化“1+N”合作机
制，努力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创造
良好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作用，积极参政议政，多渠道、
多形式地进诤言、献良策，一批围绕“优
化营商环境”“发展数字经济”等建议被
列为重点提案。引导民营经济人士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自觉投身光彩事业和
其他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做到富而有
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

一些重要历史时点值得铭记——
2013 年 7 月 1 日，由镇江市青年民

营企业家商会捐资建设的“同心工程”
实验区袁相村综合服务中心落成。

2014 年 12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市工商联副主席单位惠龙易通国
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让广大民营企业
家倍感振奋。

2015 年 12 月 16 日，中共镇江市商
会联合委员会成立。

2017年4月17日，市工商联参政议
政委员会成立；8月28日，市工商联女企
业家委员会成立；10月27日，镇江安徽
商会民商事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
12月，镇江市商会综合服务中心成立。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召
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极大激励广大民营企业家深耕主业、做
强实业的使命感责任感。

2019 年 12 月，市委、市政府出台
《关于促进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和发展
的实施办法》。

2020 年 7 月 7 日，句容茅山被确定
为江苏省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
基地。

2021年9月，镇江市非公经济综合
服务中心揭牌。

一些创新探索实践值得珍藏——
深入贯彻落实 2020 年 9 月中央办

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
工作的意见》精神，以党的建设定向领
航、以教育实践培根铸魂、以先进文化
育人凝心，“政治建会”的底色愈发鲜
明；着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
一战线，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弘扬企业
家精神，培育年轻一代企业家，“团结
立会”的基础持续夯实；坚持服务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面上着力搭建
平台，点上聚焦助企纾困，“服务兴会”
的成效显著提升；贯彻落实中央群团
改革工作座谈会精神，不断增强“三
性”，深化“五好”工商联建设和商会改
革发展，深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和机
关干部自身建设，“改革强会”的动能
加速激发。

打造“商道酬信”品牌。2015 年，6
名民营企业家被授予“镇江市人民奖
章”，77名企业家获“诚信之星”、8家会
员企业获“十大诚信标兵”，市工商联被
市委、市政府评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先进集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黄孟复
专门题词“商道酬信”。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创新开展“政
商新关系、亲清当模范”主题活动，提出

“五为五不为”的要求，开展“一二三四”
特色法律服务。此举受到中央统战部
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开展“一人一重点、履职当表率”活
动。以企业家副主席、副会长每人领办
大事要事为重点，提升履职尽责成效。
此项工作荣获中央统战部“2018年度民
营经济统战工作十佳创新成果”。

实施“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师承计
划”。首批11名“三强一好”的优秀企业
家与56名成长型、创新型年轻企业家结
成新型“师徒关系”，助力年轻一代企业
家健康成长。此项工作荣获江苏省工
商联“2020年度创新示范引领奖”。

出版《镇江市工商业联合会·镇江
市总商会志》。在建党百年重要时机出
版发行，发挥以史为鉴、以史明志、以史
育人作用。此项工作荣获江苏省“史志
作品优秀成果奖”、江苏省工商联“2022
年度实践创新奖”。

常态化开展“五送五助”专项行
动。持续开展以“问企情、解企难、助
企稳、促企进”为主题的“五送五助”专
项行动，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此项工作荣获江苏省委统战部、江苏
省工商联“2022 年度创新工作突出贡
献奖”。

围绕“产业强市”主旋律，高质量建
言献策谏诤言，高标准建设非公经济中
心强服务，高效能防控疫情稳发展；牵
住“优化营商环境”牛鼻子，持续开展区
域民营经济营商环境满意度评价工作；
聚焦“四群八链”重点，举办“企业家沙
龙”主题活动，开展村企联建赋能乡村
振兴，加强区域联动蓄力融合发展。

四四

感恩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党的二
十大，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号角。

新时代、新征程，镇江市工商联系
统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
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新时代、新征程，镇江市工商联系
统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发
展民营经济和做好工商联工作的重大
要求，特别是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
江苏代表团审议、看望全国政协民建和
工商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坚守初心、牢记使命，努力促进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
康成长。

新时代、新征程，镇江市工商联系
统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
苏工作提出的总要求、总目标、总蓝图，
团结引导民营经济人士自觉践行新发
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
发展，聚力产业强市、助力项目攻坚，为
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镇江市工商业联合会（简称镇江
市工商联，又称镇江市总商会）自1953年4月成立至今，
历经十三届次，走过了七十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70年来，镇江市工商联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江苏省工商联和市委统战部的热心指导下，紧紧围绕党
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任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与镇江经济社会发
展同风雨共荣光，与全市民营经济人士同奋斗共辉煌，创造
了令人瞩目的光辉业绩，谱写了开拓奋进的绚烂篇章。

70年来，镇江市工商联以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为
主体，坚持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有机统一，工商联组织不
断发展壮大，实现了各市、区和镇江新区、高新区工商联组织
全覆盖，行业商会、异地商会、乡镇（街道）商会以及传统产业
和新兴产业等商会组织脱颖而出，全市各级工商联所属和所
联系商会组织达到164家，会员总数达到14637家，在镇江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70年来，镇江市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民营经济人
士的桥梁纽带、政府管理和服务民营经济的助手，围绕“两个
健康”主题，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2022年底，全市登记注册的个体经济42.24万户、私营企业
13.06万户，占全部市场主体的96.21%；全市规上民营工业
企业2034家，占全部的66.1%；全市12个年销售百亿以上
的企业，民营企业9家，4家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7家跻
身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全市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
业182家，民营企业占80%以上，民营高新技术企业1225
家，占全市的91.5%。民营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创新的重要主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1951年3月28日，陆小波动员工商
界人士支持抗美援朝

1953年4月，镇江市工商联成立 市委主要领导督办重点提案《关于发挥龙头企业
牵引作用，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工商联系统及民营企业参与抗击新冠疫情行动

本报记者 胡建伟 本报通讯员 田瑜铭

金融服务“甘露行动”

举办“敢闯敢干促发展 项目攻坚作贡献”民营企业家大会

2002年，
镇江船厂搬
迁前北固山
下厂区全景

2023年，市工商联副主席单位镇江船厂坐落润扬大桥东侧
厂区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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