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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宾川，地处云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东部、金沙江南岸干热河谷地

区。位于北纬25032 7—260 12’。东经1000 16 7一100。59 7。东接大姚，

南邻祥云，北交永胜、鹤庆，西连洱源、大理。总面积2562．67平方公里。

县城牛井距州总工会大理市(下关)68公里，距省总工会昆明市394公里，

距正在修建的大理机场55公里，距广(通)大(理)铁路终点站60公里。

宾川系由宾居一宾居川一宾川演变而来。早在新石器时期，境内就有

人类居住。战国时属叶榆地，西汉属益州郡，东汉属永昌郡，蜀汉、西晋、

北周属云南郡，隋置越析州，唐高宗时属姚州地，后么些族(今纳西族)

南迁，在宾居建越析诏。大理国时属河东赕，元属大理总管府。明弘治七

年(1494)，割太和县、云南县、赵州地置宾川州，治所州城。民国二年(1913)

改州为县。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宾川和平解放，一九五O年一月

一日，中共宾川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一九五八年，县委、县人民政府

迁牛井街，是年十一月，宾川、祥云、弥渡三县合并为祥云县。一九六一

年三月，撤大县恢复宾川县建制。全县辖牛井、乔甸、宾居、州城、太和、

力角、大营、炼洞、平川、古底、钟英、拉乌12个乡(镇)及宾居、太和、

彩凤3个国营华侨农场。印度、印尼、越南等国华侨与24个国家和地区有

联系，是州内著名的侨乡。总人口307378人，职工11524人，占3．75％，

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10855人，集体所有制职工669人。

宾川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光热充足，为中亚热带冬干夏湿低纬高原

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7．9℃，年霜期100—120天，年均日照时烽2719．4

小时，年均降雨量559．4毫米，为省内最少。县境内海拔相对高差2216

米，最高海拔3320米，最低海拔1104米，县城牛井海拔1430米。年均风

速1．8米／秒，风向多为西南风，雨前雨中往往出现北风，气候适宜农作物

生长。现为国家商品粮、省优质烟、香叶油、柑桔生产基地县。名播东南

亚的佛教圣地鸡足山是国家级大理风景名胜区的主要景区之一，同时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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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自然保护区，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一九九三年，全县工业总产值9895．8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6．40％。

县总工会被县委、县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被省总工会命名为工会财

务先进单位、建设职工之家先进单位(九。至九三年度)。

f，一、
＼一／

宾川县工会始建于民国时期。一九四五年(民国34年)，依据国民党

政府(工会法)成立宾川县工会，有会员86人，无下属基层工会。

工会是工人阶级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工会的产生和发展，其本来意

义，正如刘少奇同志在阐述职工愿望与工会关系时说：“普通的，特别是政

治上落后的工人，他们来加入工会，并积极参加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出发

点和目的是什么呢?⋯⋯他们通常的出发点和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使工会

成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一般劳动者的利益而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如果工

会不能实现他们这个目的，如果工会脱离了保护工人利益这个基本任务，

那末他们就会脱离工会，甚至还会另找办法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工会就会

脱离工人群众。"(《刘少奇选集》下卷97页)。

民国时期的县工会具有官办性质，因而在保护工人和一般劳动者利益

以及在推翻旧政权的斗争中不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工人阶级处于政治上

深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

的领导阶级，其政治、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工会的地位和作用也

伴随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五年，宾川县各级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工

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以开展先进生产(工作)者运动为中心争创先进基层工

会。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二年，工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工会活动停止。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四年，工会组织及工会活动逐年恢复。～九八五

年至一九八七年，工会开展整顿建家，开始评验合格职工之家。工会自身

建设由过去单项评比转为综合性评比。

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巩固发展整顿建家成果，县总工会成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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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党支部，基层工会女职工在25人以上的开始成立女职工委员会。

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三年，根据工会“建设、维护、参与、教育”四

项基本职能，深入开展建设职工之家，全县争创职工之家以及女职工“学

先进比奉献”的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截止一九九三年底，县工会基层组织发展到134个，其中，产业工会

1个，地方工会133个。在地方工会组织中，工业企业工会5个，占3．73％，

商业企业工会31个，占23．13％，事业工会23个，占17．16％，机关工会

69个，占51．5％，有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20个，占应建的80％。

“委员会的牌子而只有小组的实力"成为宾川县工会基层组织基本的

特点。构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宾川工业体系尚未形成。机关及事业单

位工会91个，占68．66％，由此决定了现阶段县工会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与

大中城市有所不同，以企业工会为依托，把占大量而分散的机关事业工会

搞活是县工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九九一年开始，以电力公司、邮

电局为典型开展“建小家”活动，把评验合格职工之家、命名先进职工之

家、巩固先进职工之家同表彰先进工会小组密切结合起来，宣传建好小家

保大家的重要性，增强建小家的自觉性，推动建家活动常抓不懈。

(三)

宾川县工会在县委领导下，依照《工会法》和《工会章程》独立自主

地开展工作。各级工会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以职工生产、职工生活福利和

职工文体活动等方面为工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具体地体现和保护职工利益，

工会成为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民主管理的组织者。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下，县总工会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抓住有利时机，以推进民主管理为重

点，确保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以建设职工之家为龙头，协调党政工关系，

坚持党政工共建一个家，维护民主评议党政工领导的评议制度，努力使党

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落实到基层。

建国以来，宾川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县工会基层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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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人俱乐部为依托的职工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各级工会为社会稳定、经

济发展发挥了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并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生

产(工作)者和工会积极分子。

在工会地位与作用的实践中，县工会重视基层骨干的培训，干部队伍

素质不断提高。各级工会干部积极主动争取党的领导和行政的支持，占95％

以上的工会干部在兼职的情况下，以无私奉献的精神，为职工说话办事，

努力把工会办成职工群众信赖的家。目前，全县建家普及率达97．8％。合

格率48．51％，先进率24．62％。

在建家活动中，各级工会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职工队伍作为基本的“家教"，通过亮“家底”、拉“家常”、摆“家谱"、

议“家境”、谈“家计"，启发职工关心企业的生存、发展和管理的责任感，

把发动职工参加管理作为职工之家的“家政”。

实践“家教”、“家政”，工会财务是基础。县工会建立了严格的工会财

务管理制度，配备有专人负责帐务。半年、年终经县经审委审查。每年一

次基层财务互评互审及表彰奖励。经费开支，本着勤俭节约，量入为出，

发扬民主，统筹安排的原则，力求少花钱，多办事，全心全意地为基层服

务。

(四)

宾川工业起步晚，底子薄，基础差，工业生产还未形成体系，工人运

动和工会工作在目前只初具三大产业雏形，并在其中生存及发展。

一是以水泥为龙头，砖瓦石灰为基础的建材业。县水泥厂始建于一九七

。年，主要生产经营425、525硅酸盐水泥，年产水泥4万吨，并附设汽

车修理厂。

二是以水电、原煤开采为主体的能源工业。

三是以白砂糖、白酒、饮料、鸡足山系列果脯为主的农产品加工工业。

宾川糖厂始建于一九八二年，日处理甘蔗600吨，年产白砂糖6000--7000

吨，现正加紧技改，分别建年产饮料1500吨的饮料分厂和年产纸箱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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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只的纸箱分厂。宾川食品罐头厂为云南省重点扶持项目，计划总投资

5258万元，将建成一厂四线(琥珀核桃、果脯、脱水蔬菜、饮料四个加工

车间)年产量1．8万吨的鸡足山系列食品。宾川县上沧洒厂，采用天然矿

泉水和传统配方，生产“南诏御酒”，年产300吨。

上述三大产业雏型发展进程较为艰难，与此相适应，工会工作要向深

度和广度全面推进难度也较大。但发展的基本条件日趋成熟，主要标志是：

全县商业机构网点1866个，国有、集体、联营、个体商业网点遍布城

乡。全县饮食网点515个，高中低客房俱有，饮食业十分兴旺。第三产业

的不断发展必将为工业体系的形成扫清道路。

公路网络基本形成，全县公路里程599公里，其中，省道111公里。

已开通5000门程控电话，可直拨国际、国内，现有3个乡镇、3个农

场开通。并开通了无线传呼机。

全县有小水电站18座，装机容量6670千瓦，年发电2000万千瓦小时，

有35千伏变电站4座，架设高压输电线路590公里。正在建设的瓦溪电站，

装机容量3 X 2000千瓦小时。与省州电网并网，电力供应充足。

金融、保险事业日益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

业银行、建设银行均在宾川设有支行；县设有信用合作社和农村合作基金

会。各乡镇设有营业所、信用社。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宾川支公司，开办了

简易人身险、财产险、小煤窑险、甘蔗、烤炯险、养老险、独子险等十七

个险种。县成立了社会劳动保险事业所，100％的国有企业和城镇企业为职

工投保。

文化娱乐设施初具，以工人俱乐部为依托的歌舞厅数间：宾』II电影院

占地3000平方米，拥有观众座位991个，附设豪华影院厅一个、台球室、

商店等设施。初等教育己基本普及，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达

97％以上，但初中、高中、职业教育有待加强。县城有宾川三中、城镇初级

中学、牛井完小及两所幼儿园。

医疗卫生正逐步实施初级卫生保健项目，为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

保健而努力；县人民医院是省级文明医院，占地6000平方米，内设11个

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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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事业不断发展，篮球运动遍及城乡，县城有400米田径场一块，

游泳馆一座，看台灯光球场一块。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较迅速，全县地面卫

星接收站36个，县城及城郊已推行闭路电视联网。

上述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为工业发展准备了必备的外部条件。

正是这种条件的成熟，宾川县经国家批准为开放县。改革开放以来，宾川

各条战线职工群众奋发图强，积极投入改革的伟大实践，全县经济建设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现在，各级工会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广大职工群众，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宾川天然温室的热区优势，广泛联系的侨乡优势和鸡

足山旅游优势；积极稳妥地发展加工业、能源业、建材业和旅游业，促进

第三产业的发展，努力把宾川建成集商贸旅轻工于～体的新城镇，为早日

撤县建市打基础，到那时，目前多数基层工会只有“小组实力”这种状况

一定会有较大的转变。

(五)

从1993年10月至2005年的12年间，改革开放进入经济体制由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急剧转变的重要发展时期。

工会基层组织状况是经济社会进展的一个缩影。县工会第六次代表大

会依据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提出建家率要达到95％以上；合格率要达

到75％以上；先进职工之家要达到20％以上；模范职工之家争取达到2％以

上；兴办经济实体的基层工会要达到10％以上。同时要求各基层工会都要

积极主动地参与和善于参与，在参与中更有效地实现维护。

在经济关系、劳动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大力强化新建企业工会工作的

新形势下，我县各企事业、党政机关工会，围绕县委中心和本单位发展目

标，结合实际，突出特点，努力把工会建成党领导下的职工群众信赖的“家’’，

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各基层工

会以创建合格、先进职工之家为切入点，不断赋予“建家"活动新内容，

从而使我县职工之家建设健康发展，常建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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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县工会《验收职工之家实施细则》，于1991年11月经县委审定批

转实施，对我县开展建家活动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县工运

事业的发展。但是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与工会职工民主管理在实践中出现了新的情况、新的变化，原《实施细则》

己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为此，县总工会对《实施细则》进行了修改，在征

求基层工会意见的基础上，经县工会七届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呈报县委

领导批准同意实施。于2001年7月19日将宾川县工会《验收职工之家实

施细则》印发各基层工会。(91年印发的《实施细则》同时废止。各企事

业、党政机关工会，紧紧依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积极争取行政的支持，

进一步把深入开展建设职工之家的活动作为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

级根本指导方针，在全面履行工会各项社会职能的重点工作中，把厂务公

开，民主评议党政工领导工作作为深化建家的重要内容，特别以健全完善

规范职(教)代会或职工大会制度为重要突破口，进一步提高建家水平，

提高建家的质量，为实现本单位发展目标，促进我县两个文明建设，推进

社会全面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县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回顾六届委员会的工作，总结了九个制度化：

(一)平等参与、公平竞争，每年年终自验向县总申报验收合格、先进职

工之家制度化；(二)培训基层工会干部制度化；(三)基层工会财务评审

制度化：(四)工会财务收支审查制度化；(五)女工工作作为建家评比验

收内容制度化；(六)验家表彰制度化；(七)坚持集体民主决策制度化；

(八)按期换届和民主选举制度化；(九)送温暖活动形成了制度化。县工

会基层组织由93年127个到97年增到147个，新增13．6％；合格职工之

家由93年63个到97年增加到95个，新增33．7％，合格率为64．6％，比

93年的49．65新增15％；先进职工之家由93年13个到97年增加到31个，

新增58．1％，先进率占合格率的32．6％，比93年的14．48％新增32．12％；有

8个基层工会直接由县委、政府命名为先进基层工会；太和教办工会跨入

了大理州先进职工之家行列；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工会晋升为云南省模范职

工之家；验收命名先进职工小家39个，先进女工委员会7个，表彰工会积

极分子、先进女职工250人次；94年县总被省总评为“基层建家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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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县总又被省总评定为“建设职工之家先进单位”。

1994年12月29日，大理南诏御酒实业总公司(上沧酒厂)县内首家

私营企业(新建企业)成立了工会组织，拉开了新建企业建会和签订集体

合同的序幕。96—97年，企业工会与企业行政签订集体合同29户，其中，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4户，股份合作制企业12户，县联社集体企业13户，

占应签企业的71．5％，覆盖职工1200多人。开创了以集体合同为依据，行

政依法管理，工会依法维护，努力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的新格局。

总体维护与具体维护相结合，关注和关心凼难职工，全县送温暖活动

形成制度化。慰问困难职工，94年60人，金额2000元；95年202人，金

额9010元；96年521人，金额31830元；97年335人，金额37000元；

同年9月迎十五大召开慰问特困职工53人，金额10600元；98年164人，

金额35000元，合计1335人次，金额125440元。从99年起，送温暖活动

制度发展为“送温暖工程”。

县人民政府对宾川县中心街文化馆片区实施开发，县工人俱乐部列入

开发征用范围，于2001年8月下旬撤除县工人俱乐部及县工会的房屋建筑

物，同意建还县工会一幢价值65万元，面积60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楼。至

此，县工人俱乐部不复存在，其代码及其证照一并注销。

企业重组、改制、兼并、破产、拍卖，民营企业顺势而生，一些企业

及其工会组织兴起了。一方面消亡，一方面兴起，消亡与兴起是社会发展

的必然。但变中有不变，即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党的阶级基础的本质不变；

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组建工会组织的工会工作方针始终不变；工人、员

工的身份变，但都是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成员这一定位不变。

县工会基层组织由98年的145个发展到2003年185个，合格职工之

家136个，先进职工之家61个，先进女工委6个，晋升州级先进职工之家

7个，省级模范职工之家1个，省级模范职工小家1个。职工之家在改革、

发展、稳定大局中常建常新。巩固、发展、壮大了党的阶级基础。

国有、集体、股份合作制企业33户签订集体合同，签订率达100％；

私营企业签订28户占50％。推行厂务、校务、院务、场务公开的企事业单

位66家，普及率为98％。公开实施方案均经职代会或职工大会审议讨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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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并报县厂务公开办公室备案。职代会同厂务公开有机结合深化并拓展

了职工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顺应新建企业组建工会“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新形势，各乡镇组

建了工会联合会，由一名副书记或人大主席任工会联合会主席，配备了专

兼职工会干部，理顺了工会领导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成为宾川工运史上

一次新的飞跃。

县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认为，我县工会工作由过去国有企业为主转为

非公经济为主，工作重点发生了战略性转变。县工会工作在改革中大胆探

索，在创新中实现突破，在发展中不断升华。维权思路及措施突出抓了五

个推进，一是推进新建企业组建工会工作，为维护非公经济中员工合法权

益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二是推进企业工会与企业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

同制度，以集体合同为依据，依法维权取得新的进展；三是推进职代会和

厂务公开制度化，维护了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四是推进与政府的

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为职工说话办事，以“第一责任人"的身份依法依

规开展协商对话，就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困难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劳模

的待遇、劳动关系调处、劳动安全卫生、职工来信来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五是推进送温暖工程的建设，筹集了送温暖专项基金，成立了帮扶解

困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困难职工档案，动态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99年到2003年，慰问帮扶困难职工1669人次，金额达198060元。

依法收管用好工会经费，职工文体活动形式多样经常化。县工会经费

收管用在全州排列前三名。被省总工会评定为云南省工会财务先进集体。

大部份企业、事业单位工会开展了文化教育培训，技术技能比武竞赛等活

动，丰富了职工文化生活，凝聚了职工之心。中国教育工会宾川县委员会，

在局党委领导下，全面推进职教(工)代表大会制度带动教学改革和教育

管理，工会活动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县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实行县总主席高配一级，由县人大副主任当任，

并增设一名常务副主席，县工会领导班子明显加强，充分体现了党对工会

工作更加高度重视。

2004年、2005年，县工会八届委员会，牢牢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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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赋予工会的使命，继承、发扬、丰富、发展了过去的“九个制度化”，

突出抓好新建企业工会工作，把发展巩固壮大工业经济作为新企工会工作

的第一要务。在县工会基层组织全面普及的情况下，提出抓巩固，突出规

范求发展的工作思路。继续与乡镇工会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继续实施

“212”工程；开展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组织大型“五一”职工文艺

调演；开展工会基层组织及维权机制建设的调研；为适应新世纪、新任务、

新发展的要求，实施了乡镇建总工会和社区组建工会的试点工作；在广大

女职工中开展“54321’’活动；指导基层工会开展评选大理州劳动模范和优

秀职工的活动；把实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同继续深入开展创建合格、先进

职工之家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把农民工吸纳到工会组织中来，

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会工作及工运事业着力解决的一个全新的课

题。

工会工作中，存在两大热难点问题，一是职工住房公积金未能随工资

增长而递增，有违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合法权益；二是工会经费不能按全

部职工工资总额2％按时足额计提拨交，影响基层工会的正常活动。两大热

难点反映了依法治会、依法维权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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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1 1年

清宣统三年(191 1)宾川州劝工厂成立，以教授全州人民弹纺织为宗

旨，从昆明购入织布机4架，投资白银400两，购置木制纺线车200架，

皮棉597公斤，分发州城112户、宾居66户、宾东22户居民，纺成绵纱

546公斤，交劝工厂织布和织垫毯被套。预示了宾川工人阶级开始萌芽。

1935年

民国24年(1935)11月，宾居街人李培炎(字西平)在宾居创办民

生工厂。初期有工人20多人，从事碾米、轧花、酒精、白糖、卷烟、织布、

印染等加工和生产。

1941年

民国30年(1941)，宾川邮局在州城成立，下辖7个邮政代办所。有

正式职工3人。宾川产业工人开始产生。

1945年

民国34年(1945)，李培炎在宾居街投资筹建宾川实业中原纺织厂。

1946年建成投产，有职工120多人。生产至1949年停厂。

11月4日，宾川县召开县工会成立大会，有会员86人出席大会。会

上宣读了工会简章，推选了工会理事会监事会，设理事9人，监事3人。

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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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5年(1946)，李培炎在州城文庙兴建火力发电厂，次年投产，

供县城机关照明用电。

1948年

民国37年(1948)，民生工厂厂长刘海峰兼任宾川县工会理事长。

1954年

1954年，宾川县邮局建立工会组织，设有工会组织员，负责发展会员

及筹建工会工作。

1956年

1956年，宾川县邮电工会成立。

7月16日至18日，宾川县工会筹委会在州城召开宾川县职工代表会

议，出席代表51人，选举宾川县工会筹备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两委

成员共12人。裴龙海任筹委会主任，孟范会任副主任。会议制定了在全县

职工中广泛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宣传工会的性质、作用、任务，广泛发

展会员和建立工会组织的计划。

11月，县工会筹委会在五星完小(今牛井完小)开办职工业余文化学

校，设初小、高小、初中3个班，坚持到58年11月。此后，一些企事业

单位相继开展职工文化教育。

12月底，全县有职工2295人，组建基层工会26个，有工会会员650

人(女会员104人)。

1957年

1月1日至7日，宾川县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州城召开。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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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共1394人，会议表彰、奖励职工中的先进生产(工作)者242人，先进

集体15个。至年底，全县有28个基层工会开展了先进生产(工作)者运

动，投入运动的职工2085人，占职工总数的90％以上。

3月20日，县教育工会筹备委员会在石榴村召开。出席代表49人。

会议选举县工会第一届联合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裴龙海当选为主席，曾

存孝为副主席。选出出席州工会大会代表11人，并作出有关工会工作的决

议。

是年，工会会员发展到1384人，工会小组125个，工会积极分子319

人。

1958年

11月1日，宾川、祥云、弥渡三县合并祥云县。宾川县工会联合会并

祥云县。12月6日，祥云县工会联合会更名为“祥云县总工会”。

12月20日至24日，祥云县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祥云县城召开，有

318人出席会议。其中宾川片代表50人。会议选举县工会第二届执委，裴

龙海当选为主席，罗朝贵为副主席，并作出有关决议。

是年，大跃进掀起热潮，大战钢铁铜，仅宾川铁工厂就上马近千人次。

工会动员职工认真贯彻中国工会“八大”精神，全面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

心的“学先进、比先进、比干劲、赶先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

1959年

大跃进、反右倾。工会认真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的阶级

路线，坚持政治挂帅，大搞文化和技术革命，以“保粮保钢"为中心，深

入开展增产节约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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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工会职工业余教育形成高潮。5月底配备专职教师10人，兼职174

人，全县扫盲2368人，办起63个高小班，1318人入学，业余初中34个

班，541人入学，业余初技中学2个班，23人入学，业余高中4个班，62

人入学。

9月，党中央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五

风”逐渐纠正。工业大下马。全县46个厂矿4336名职工中下马后保留1197

人。

1961年

4月，撤销祥云大县、恢复宾川，宾川县总工会亦恢复。有职工3580

人，其中工会会员1449人，基层工会34个，裴龙海任工会主席。

1962年

县工会职工俱乐部沐浴室恢复对职工开放(今防疫站内)。

1963年

各级工会和广大职工投入“五反"运动。

1964年

6月22日，裴龙海调离县工会。8月22日，朱发任县工会主席。

8月，在上级工会资助下，县总工会开始在县城中心区修建新的职工

俱乐部。次年9月，俱乐部及篮球场建成，并开放使用。

是年，全县涌现“五好集体”17个，其中，“五好班组”9个、“五好

职工”75人，开办幼儿园4个，受托儿童158人，托儿所哺乳室17个，

受托382人，托幼专职人员达58人。办储金会41个，参加人数89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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