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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妇女，占社会人口一半，与另一半保持着自然的平衡，妇

女在社会发展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h量，以“天柱”之半，与

另一半共擎着“青天”。

作为妇女的群众组织一一津南区妇女委员会[原名南郊区

妇女联合会]简称区妇联，成立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几十年

来，津南区妇联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妇联的具体指

导下，不断加强自身的组织、思想和作风建设，在带领全区广

大妇女积极参加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认真履

行了教育，代表、维护，服务四大职能，发挥了党和政府联系

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各级妇女组织紧紧围绕

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丰富多彩、富有特色和成效的

活动，使津南区妇女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迈上新台阶，取

得新成绩。得到广大妇女的信赖和拥护，妇联被亲热地称为妇

女的“娘家"。妇女工作成为党和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随着各地写志的开展，津南区妇联志也将随之诞生。她以

朴实无华的文字，翔实记述了津南区妇联发展的史实，展现了

全区妇女在妇联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

幅幅壮丽画卷，赞颂了中国妇女勤劳、善良、艰苦朴素、有毅

力、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

《津南区妇联志))凝聚着津南区几代妇女干部的心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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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区妇女干部和妇女群众进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它将对研

究妇联组织发展，研究妇女解放运动进程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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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津南区妇联志》是根据滓南区志办公室的统一部

署编写的，这份史料记述了津南区40多年的妇女工作的历史和

组织建设、机构沿革、领导人任职变化的情况。

二、本史料收录的时间极限，上限为一九四七年，下限为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三、本志按工作系统和年代顺序进行编写，并采取文字叙

述和表格相线合的表述方式。文字叙述包括妇联组织沿革，历

届妇女代表大会和妇女工作，表格包括妇联主要领导干部更迭

表和荣誉录。

四、历届妇联主要领导入的任职时间基本上按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日期或领导机关任免发文日期。

五、荣誉录中所收录的是获得全国或市级荣誉称号的单位

和个人名单，以及区命名的各种荣誉称号的单位个数及人数。

六、妇联工作一章中，每项工作均是按年代叙述的有历史

记载的主要活动，“文革”期间妇女组织一度瘫痪，一九六六

年到一九七三年的妇女工作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也无任何采访

知情人的考证，因此，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三年这几年的工作

没有记述。

七、为遵重历史，一九九二年三月以前仍以“南郊区妇

联"的名称记述，一九九二年三月以后，以“津南区妇联”名

称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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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南郊区妇女联合会，是代表妇女利：溘、保护和教育妇女儿

童的群众团体，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她的最高权力机

关是南郊区妇女代表火会所产生的南郊区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

会。

南郊区妇女联合会的任务是围绕党的中心庄务和总目标，

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参加我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宣传妇女在社

会主义建设q，的地位和作用，教育妇女以社会上义道德观处理

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南郊区妇女联合会自一九五三年五月建会至一九九二年十

二月经历了民j三妇女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两犬阶段。“义化大

革命’’·lI’1111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三年妇女联合会被迫停止工

作，全区妇女组织处于瘫痪状态。直一九七三年六月，根据上

级指示，召开了第二届南郊区妇女代表大会，才使妇女组织得

以恢复。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津南区妇联在区委和上级妇

联的领导和支持下，进一步加强了妇女组织的自身建设，于一

九八O年五月召开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全区各界妇女紧紧围

绕党的中心工作积极参加各项经济建设，发展各种副业生产，

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和一九八七年四

月分别召开了第四届和第五届妇女代表大会，从而更进一步加

强了妇联组织自身建设。到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全区11个乡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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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级妇女组织及下设t71个村妇代会和44个乡镇企业妇代会

班子全部健全。全区广大妇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积极投身改

革，参与市场经济建设，为我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

明建设贡献了广大妇女的聪明和才智。



大 事 记

1．一九七三年六月一f1至二FI，根据上级指示，召开南郊

区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恢复丁在“文革"期间瘫痪TA年的

南郊区妇女组织。

2．一九七四年九月，区妇联召开妇女工作会议，熏新组建

在“文革"期间瘫痪八年的基层妇女组织。

3．一九七七年，我区正式有系统的开展两年一度的评选

“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活动至一九九=年十二

月。

4．一九八O年，区妇联联系家庭手工钩织工艺品，企区

10000名妇女搞这项家庭副业。全区创利润55万元。C,I；,I-tE20万

美元。

5．一九八一年，结合全市开展的“五讲四美"活动，区妇

联在金区范围内开展了每年一度的评选“五好家庭”活动，一

直坚持到1991年。

6．一九八四年初，由区妇联牵头，和托幼办一起集资筹建

“南郊区中心幼儿园”。42个单位集资40BSOQ元，建筑面积为

1600平方米，年底完工交付使用。

7．一九八四年，区妇联聘请公、检、法，司部门的领导组

成：“维护妇女儿童台法权益法律顾问领导小组”，每月在区妇联

定期接待两次，极大地方便了来信来访的群众，解决来信来访

共178件，子一九八八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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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经过调查走访，写出((关于双桥河

乡王庄村现实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上报区委、区政府，引

起领导的高度重视，为区领导的扶贫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

依据，慝妇联在伞区扶贫工作-1；,12--在了企区最前面。

9．从一JL)t,七年开始，根据市农委和市曼1联的联合通知精

神，在南郊Ⅸ农村妇女巾开展了阿年钆}^项”种植、“十项”养殖，

。十项”家庭手工业的“j，1．”竞赛活动，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0．一九八七年一月八r!，存参加市级“j八”健康杯通

讯赛中，南郊J夏获市级中年组一等奖，青年组四等奖。有力地

促进了南郊‘Ⅸ妇女群众体育活动的普及和发展。

11．一7'cit．七年十一月，经过调杏，写iti《企业应最视女

工劳动保护和卫生保健》的溺杏报告，被区委《凋查与研究》

采纳，所调查出的问题均一一得到了解决。

12、一九八八年_、；月，!≮妇联集资540d元购买慰问品和一

辆价值2000元的残废人摩托车慰问从老111前线归来的淮县团。

13、一九}Lit,年，在市政府领导的侣导下，区妇联热情为

本区青年和大港石油工人牵红线搭桥共联姻1鳃{，得到了社

会的好评。

14、一九八九年二：月，根据全国妇联等15个单位的联合通

知精神，在南郊区农村打1女中开展了为期五年的“双学双比"

竞赛活动。

15,一九八九年王月八几，南郊区获全市“j八”健康杯

比赛同体总分第一粥。

16、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二一f-)t,I：I，为庆祝建国40

周年，区妇联举办3二14岁儿童服装设计作品展览。

17、一九八九年十月，为缓解全市睹蓄额降低状况，区妇

联组织妇女积极参加“津门女予爱国储蔼”活动，仅一个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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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全区妇女存款130万元，超额完成上级交给的100万元的任

务。

18、一九九O年二月，在南郊区广播站开播每月一次。耍==I

女专题节目”以扩大妇女工作的宣传面。

19、一九九O年五月，区妇联搞退休妇女干部待遇情况的

调查，并上报区委。一年之内，在区委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所

存在的不给退休工资或退休工资明显低于同等条件的其它千部

等不合理待遇问题全部得到解决。

20、一九九O年九月，根据国民经济形势，区妇联利用多

种形式开展了“当家人议当家事一、以“自家看国家"为主题的

说、讲、比活动，对妇女进行了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情的

“双勤活动”。

21、一九九一年四月，区妇联办起第一个经济实体“天津

市南郊区鑫昕妇幼百货经营部”。

22、一九九一年七月为支援抗洪救灾，区妇联组织妇女开

展“为灾区人民献上一片真情"活动，仅一个月时间为灾区人

民捐送衣被17626件，钱1757．16元，学生物品1489件。

23、一九九一年区妇联与区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开展了“争

创文明家庭"活动。

24、一九九二年三月办起区妇联第二个经济实体“天津市

长青太空棉服装厂"。 ．

25、一九九二年四月四日，根据市妇联的要求，区妇联和

区委组织部联合成立了津南区妇女人才信息网，下设11个信息

网点。

26、一九九二年六月，成立津南区妇女培训巾心，为培养

妇女人才建立了基地。

27、一九九二年八月，区妇联和区保险公司联合开办"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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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未来幸福保险”。

28、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办起区妇联第三个经济实体“金

毒毛衣厂”投资11．5万元。，



第一章妇联组织沿革

第一节组织沿革

一九p!q七年，在解放战争时期，南郊区广大妇女在地下党

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妇救会小组，带领妇女支前抗战，为家乡

的解放做了很多的后勤保障支前工作，也为解放后成立妇联组

织奠定了良好的千部基础和组织基础。

一九五三年五月成立南郊区妇女民主联合会，一九五八年

三月召开南郊区首届妇女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改称南郊区妇女

联合会。一九万八年九月南郊区与河西区合并成立河西区妇联

工作组，下设三个公社即：美满公社、小沾公社、先锋公社。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个公社又合并，成立河西区小站公社妇联。

一九六二年二月市郊区与河西区分家，并重新组建南郊区妇女

联合会，妇联会从一九五三年成立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基层妇联

组织一直比较健全。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南郊区

妇女联合会一度处于瘫痪状态，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四月根据上

级指示，区革委决定恢复南郊区妇女联合会，并于六月一日至二

日召开筛二届妇女代表大会。全区18个公社3个街道全部健全

了妇女组织，一九七九午十月，大港区从南郊区分出后，南郊区

妇联下设11个公社妇联、三个街道妇联，一九八七年三月，区

妇联下设的妇联组织改称8个乡妇联和三个镇妇联，村、乡、区

妇联组织健全，工作得力，一一九九二年三月南郊区改称滓南



区，南郊区妇联改称津南区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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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历届妇女代表大会

第一节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

一九五八年一月，区妇联根据上级妇联的要求，向区委递

交了关于召开南郊区首届妇女代表大会的申请，一月底区委批

复同意召开此次代表大会。会议将总结几年来的妇女工作经

验，并以58年盐产大跃进为中心提出妇：女工作今后的任务，通

过前届妇女代表大会，把我区广大妇女发动起来，积极为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大跃进发挥巨大的力

量。

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至三三日，南郊区召开了首届妇女代表

大会。区委付书记徐树义同志到会讲话，区妇联主任马兰英同

志作了南郊区几年来的妇女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市妇

联传达了全国笫三次妇女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选举产生出执

行委员和候补委员17人。

马兰英、程录香、唐玉珍、陈元珍、雷紫风，陈元兰，张

风琴、赵风英、姜俊英、赵丽英、李会敏、刘淑珍、冯琴荣、

薛爱霞、程韬，共16名执行委员：丁桂荣、徐迪清2名候补执

行委员。

会议选举马兰英为区妇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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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南郊区妇女联合会被

撤销，一九七三年六月，南郊区妇女联合会重新成立，并于六

月一日至六月二日召开南郊区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出席代表

大会的有485人，大会以批林整风为纲，认真学习了马克思、列

宁、毛泽东对妇女工作的一系列论述，提出了今后妇女工作的

任务，选举产生了南郊区第二届妇女联合会，选举产生出执行委

员3．5人，常委由冯月波、冯志兰、陈元兰、马金荣、杨秋荣、

李淑兰、林桂兰、郑桂琴、张风琴、洪丽敏、赵艳俊共11人组

成。冯月波任妇联主任，林桂兰、洪丽敏任妇联付主任。

第三节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

一九八O年五月四日至六日，按照市妇联的部署和区委的

决定，召开南郊区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1 97名代表出席了此

次大会。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第二届妇联执委会提出的工作报

告，讨论了妇女工作今后的任务，选举了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和

出席天津市第七届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三届执委会有25人

组成，常委由戈民、任忠爱、权秀兰、李淑兰、林桂兰、徐玉芬、陈

元兰、董乃倩、詹璧君共9人组成。

陈元兰任区妇联主任，戈民，林桂兰任区妇联付主任。

第四节第四届妇女代表大会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区妇联召开南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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