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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编史修志，在于总结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通过史志，可以看出社会事物的

发展和演变，而且具有“资治、教育、存史矽的作用，千秋功业，意义重大。

编写《峨眉县总工会志》，了解工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过程，并为工会工作积

累资料，探索规律，开创工会工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它记叙了从1勺33年民国时期县总工

会成立至1]1987年，前后55年峨眉县工会工作的史实。全书共分13章，约11万字。在编写

过程中比较系统地收集整理资料，求真存实，符合客观，反映工会工作的历史、现状和

特点。

这本书志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此编写而

成。

由于民国时期工会档案资料大部丢失，解放后到1952年没有存留什么档案资料，而

且有些资料残缺不全，影响反映出某个问题的垒过程；这给编写工作造成困难。负责编

写工作的李汝农同志多方收集整理资料，使之较为完善，在此表示衷心感谢。但遗漏和

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从事工会工作的同志和读者惠予赐教，批评指正。

峨眉县总工会主席 谢公武

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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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 述

‘蛾眉县总工会志’从1933年至1987年，共55年时I司。

民国时期，蛾眉县总工会于1933年(民国22年)4月成立，会址设在国民党县党酆

内。1935年起相继成立所属屠猪业、煤炭业、厨工业、坭工业、木作业、石工业、欢木业、

印刷业、造纸业等9个职业产业工会。据1946年统计，各职业产业工会共有工人1518

人，工会会员1160人。民国时期蛾眉县总工会共召开过5次代表大会，进行改选理监

事，所属各职业产业工会也进行过多次改选。蛾眉县是农业晕，q-商业不很发达，虽

有县总工会及其所属9个职业产业工会，但都空有虚名，未能真正维护工人阶级利益。

在旧社会工人遭受重重压迫剥削，终年劳累，不得温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群众

进行过争取权利的斗争。

强华铁厂予1939年兴办，职工近200人，为蛾眉县第一个近代设备的私营企业。但

到1949年解放时，一直没有建立工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工会组

织。1950年lo月成立峨眉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1953年lOYl更名为峨眉县工会联合会，

1964年2月又更名为蛾眉县总工会，一直沿用至今。

蛾眉县工会成立后，地址设在东外街，1951年底迁至北街“工人之家’’。房屋建筑

面积831平方，包括办公楼、礼堂、图书室、阅览室、宿舍、厕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工会工作停止活动，工会房屋被县革委招待所占用345．3平方，又有部分房屋被拆毁，

所残存的部分房屋十分狭小，已不能作为工会办公和工会活动之用。1973年工会恢复工

作，设在县革委机关内，仅有一问办公室，无法开展工会活动。1974年7月，县总工会

六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修建“工人之家”。9月18 El，县委批准县总工会地址选在

三台山脚，修建办公楼～幢二楼一底，建筑面积735．83平方，以及整修周围环境开展工

会活动。1975年10月破士动工，1976年5月修建竣工。因蛾眉县系开放地区，中外旅游

人士日益增多，经上级工会同意，1980年修建俱乐部和工会：干二部学习班宿舍(招待所)

一幢三楼一底，建筑面积1219．16平方。另修灯光球场一个，以便开展体育活动。1984

年修建文化茶园，以满足广大职工文娱生活要求。1987年，修建职工宿舍一幢四楼，一

底，建筑面积775．96平方。经十年多的修建扩建，现县总工会有办公楼一幢、俱乐部和

招待所一幢、职工宿舍一幢，以及文化茶园、滑冰场、台球室等活动场所，共占用土地

面积7．47亩，建筑面积2993．95平方。

蛾眉县总工会在县委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积极发展组织，开展工作。1950年10月

蛾眉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开展筹建工会工作。1951年3月蛾眉县第一次工

人代表大会召开，工会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建立店员、建筑、搬运、手工业和高桥碗厂、强华

铁厂等8个基层工会组织，发展工会会员300人，占职工总数1277人的23．5％。1953年10

月工筹会更名为工会联合会，工会组织又在金融、邮电、教育(学校工人)、农林等单



位建立，基层二[会及其会员人数逐步发展壮大。1964年2月工会联合会又更名为总工

会，工会组织不断发展，组织机构逐渐健全，开展正常业务活动。1973年恢复工会工

作，进行组织整顿和思想建设，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更使工会工作得到了生机活力，工会活动蓬勃开展，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开创

了工会工作的新局面。1984年贯彻全总作出的整顿工会组织，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

动的决定，调整充实领导班子，推行民主管理制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围绕经济建设

开展各项活动，使工会工作得到迅速发展。1987年，全县建立基层工会127个，工会会

员10936人，占建会单位职工总数12438人的88％。此外，县总工会还建立了商业、供销、

粮食、教育、二轻等5个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本系统工会工作。

1950年至1987年，县总工会共召开过7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工会围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建国初期，工会发动职

工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的斗争，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大职工满怀热情地参加企业管理，作好清产核资工作，

完成生产任务，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带来社会经济的发

展，广大职工热烈开展劳动生产竞赛，厉行增产节约，提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评选

“五好”企业和“五好"职工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向前发展。国民经济面临三年

困难H、亍期，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黟方针逐渐全面好转，在政治思想教育上殪
展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普遍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促进人的思

想革命化。

十年“文革”期间，工会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处于瘫痪停滞状态。粉碎“四人帮"

后，所谓工运黑线统治论，“三会’’、“一团”谬论，受到彻底批判，清除了“左”的影

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工会工作

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在发展生产和技术革命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开创工会工

作新局面中，抓好两个文明建设，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开展为

“四化"立功的生产劳动竞赛活动，开展先进生产(工作)者和先进集体活动，提高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四化"培养人才，加强职工文化技术教育，开展振兴中华、勤

奋读书活动。为提高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加强职(教)代会的工作，把民主管理工

作向前推进。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职工说话办事，这是工会一项基本任务。各基层工会对生活

困难的职工，积极向行政建议给予适当补助，还开展扶贫脱贫活动，扶助贫困职工富起

来。绝大多数基层工会建立互助储金会，解决职工临时困难。对职工的住房问题及其子

女读书就业问题，工会都尽力妥善解决，解除后顾之忧。举办各项集体福利事业，提高

职工福利生活待遇。职工文化体育方面，工会建立起俱乐部、图书室、文艺队、球队，

开展经常性群众性的各项活动。特别是在整顿建家过程中，强调基层工会要为职工办几

件好事。

建国以来，蛾眉县总工会工作根据党的政策方针，围绕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各

2



项活动，努力完成应尽的任务。工会加强对职工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教育，建设一

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职工队伍，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的主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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