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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中共易门县委、县人民政府以及上级工会的领导下，在易门

县工会联合会成立55周年之际，《易门县工会志》终与广大会员见

面了!这是易门工会组织历史中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j‘

《易门县工会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以实事求是的态

度，对55年来易门工会工作的诞生、发展、壮大的历程，作了历史

的、客观的、系统的记述。

易门县总工会自成立以来，在省、市、县委的领导下，在省、市

总工会的指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配合支持下，历届工会组织团结

一致，奋力拼搏，开拓进取，紧紧围绕各个时期县委中心工作，围绕

发展这一主题，以“维权”为重点，以稳定为保障，全面动员和组织

全县广大职工，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圆满完成党和政

府交给的各项任务，为易门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特别是在全国工会“十大”以来，易门各级工会组织认真贯彻

新时期工会工作的总体方针，紧紧围绕县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积

极投身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

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全县各级工会组织为适应新形势

的要求，积极转变思想观念，转变工作方式，以“维权”为中心，以

发展壮大工会组织为重点，努力探索工会工作的新路子；在国有、

集体企业全面进行改组、改制的进程中，各级工会组织不断增强为

“改革、发展、稳定”服务的自觉性，全体工会干部积极参与企业改

革、改制，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倾听职工心声，正确反映职工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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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议，认真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确保了企业改组改制工作

的有序进行，圆满完成改革任务；在“工业富县”战略的实施中，县

总工会深入企业宣传《工会法》，积极与企业主沟通，做到投产一

家，建立工会组织一家，到2008年止，全县工会组织发展到148

个，会员18564人，与改革开放前的1979年相比；会员人数净增7．

4倍，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在职工“维权”这一重大问题面前，积

极配合劳动部门认真督促企业承包主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使全

县职工、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达82．6％，做到依法“维权”。

在关爱职工、关爱劳模、强化服务的工作中，县总工会认真开展职

工医疗互助活动、金秋助学活动，救助慰问困难职工、困难劳模，组

织劳模体检、外出治疗等一系列活动，不断充实“职工之家”的内

涵，不断探索“维权中心”、“救助中心”、“帮扶中心”的新路子，为

易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易门县工会志》的成书，是在编委会的精心指导和有关单位

的通力配合下，是编纂人员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果。它将对工会工

作取到存史、资治、教化作用。所记载的史实和经验，将是今后工

会工作不可多得的历史明鉴。借此机会，谨向各级领导、各有关部

门、各基层工会组织，特别是亲身参与工会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

和县志办的领导、专家，在收集资料、订正史实、编辑出书等方面，

给予的大力支持、指导，以及对所有为此书作出贡献的同志，一并

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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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二、本志上起公元1956年，下迄公元2008年(个别节、目有延

伸)。

三、按做什么写什么的原则，本志着重记述工会的四大职能作

用和工会组织诸多活动史实。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末体，一事一条，在一

年内的相关条目，书“同年”二字。

五、本志采用记事本末体记述。依“述、记、志、传、表、图、录”

通行体例，以横排竖写的方式，依次设章、节、目三层。照片在正文

之前，表格穿插于正文之间。

六、本志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表述；地名及单位名称依当时历史

习惯称呼。所记人物均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词，不冠以同志、先

生之类的名称。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和县总工会档案室以及经考证

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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