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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本志记录了宜宾县总工会的历史和现状。本着详今略古，详近路远的编写原

则，着重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县总工会的建立，演变和工会发挥职能作用的情况。

二，本志包插概述，工人运动，组织系统．生产工作，职工教育．民主管理，职工

福利，文化生活，工会建设，工会财务及大事记等共lo章35节。用记述体整理，突出

工舍特色，横排竖写，按事分章，设节，依时序叙述。

三，辅写年心，上限1911年，下限1987年。建国前部份，按现在辖区追溯历史的原

则处理。因《宜宾市工会志》巳收录建国前宜宾城区工运情况，本志为了既避免重复

岽赞’又能上不断线，仅在概述和第一章中，将建国前宜宾城区工会组织，工会状

况、工人运动等，分节作丁记述。使之有个较完整的概貌。

四，宜宾小学牧师联台会，是县市分设后，县总工会尚未成立前，县里最早成立的

第一个系统工会组织。为此，收录较详。

五，本志所用资料以县总工会现存文书档案为依据。参阅了地区工运史资料，宜宾

市工会志，县党史资科、县志文化篇，以及供销，粮食、商业、教育等部门志、统计局

统计资料等，经考订、补充而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宜宾地区工会办事处、宜宾县志

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值此，谨向本忠犏写组、向为本志提供资科、帮助指导的部门和人

员致谢。

六，由于编写时间短、资料不全及水平限制，疏漏及谬误之处不少，敬诮指止。

宜宾县总工会

一九九0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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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宜宾县历史悠久，古称赞侯国，寨R十属蜀。汉置赞道，为健为都辅地，南粱改置戎

州，唐称义宾，末改为宜宾，沿用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围成立后，分城区帮近郊区设立

专辖宜宾市。1985年7月宜宾县党政领导机构迁柏溪镇，经多次区刘调整，现辖l 34"区

(镇)、74个乡(镇)，入口约90万人，城镇人口占7％左右。

宜宾县位于四川待地南部，地处金沙江，岷江下游，地理位置优越，素以农业著

称，商贸发达，工业后起。

据清朝乾隆丙辰年(1736年)记载，城区各业工人，各自组成帮会，建庙供神祭

祀，把工人团结在神庙周围。清末民初，4哥老会”兴起，各业工人又按职业组成各自

的“哥老会”组织。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行会把头压迫剥削下，工人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工人运动逐渐兴起，特别是在推胡清王朝的统治，在暴动围域战斗中，宜宾工人

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民国初年，四川军阎割据。战乱连年，民不聊生，工人生活更加恶化。在俄国“十

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唤醒了宜宾一批忧围忧民之士，他们开始寻求救国

牧民之遭，并与四川早期共产党的活动家建立了秘密联系，发展党团员，兴办。平民学

校”、“通塔讲习所”等，在工人、贫民和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思想。组织

群众向黑暗势力冲锋陷阵。

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大好形势下，1926年1月，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共宜宾特

别支部成立，宜宾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支建立后，党组织开始在店

员、码头、黄包车、泥木石等行业中建立党领导的行业工会。1925年冬至1926年夏，党

团组织发动宜宾工人，市民、学生等开展三次著名的“反仇油”斗争，经过斗争，提高

了工人阶级觉悟，组建行业工会13个，会员2000多人。1926年冬，在国民党左派县党部

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宜宾县(城区)总工会。特支还在店员，码头、泥木石工会中，建

立了党的支部。

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宜宾军阀捣毁了国民党(左派)县党部，

抓捕共产党员，总工会也遘破坏，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工人运动进入低潮。但是，觉

醒的工人仍利用时机和合法地位开展一些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共合作二次联合抗日。宜宾党组织动员城区人民开展抗日救亡

运动，店员，教师等成了“抗日歌咏队”、“抗日晨呼队”，“抗日剧团”的主体。

唤碾民众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这一时期中工k领袖，共产党最张占云发动工会制定

“帮规”，约束老板和工头，组织工人开展反压迫，反剥削、反饥饿、反镇压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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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势浩大，大长工人士气。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物价飞涨，～日数变，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大

批工人失业。广大工人开展了要求攫高工资的罢工、游行，静坐等请啊斗争和反击奸商

外运粮食的兜、k斗争，给平日作恶多端的官吏和奸商一个沉重的打击。

19坶年11耳，宜宾解放。宜宾县人民政府采取措施，救济失业工人，恢复生产，以

工代赈等，帮助工人渡过难关，工人叠级电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努力参加以增产节约

为中心的生产运动和多项社会改革，做出了巨大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皓30多年，由于相当长时期内受到“左”的干扰和破坏，_T人运动也

经历了艰难柏折的历程。榔q是在十荦4文化犬革命。中，县工含谁痪，基层工会停止了
活动，工人队伍分裂，武斗成风，工厂停产，学校停课，生产f降，同民经济处于崩溃

的边缘，职工生活受蓟很大影响。

197S年6月，经过碾辛的努力，在县革委群工部的主持下，篮建宣宾县总工会，各

基层工会也逐渐恢复活动。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仍然班响工会工作。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党的寸一届三中垒会和中国工会叫L大”的先后召

开，确VrTT会工作重点从抓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遘上来的方针

和路线，。工会建设发生了巨失变化，墓兽工会不断壮大，工害行灯。建设，参与，-镶
护，教育一西大职能，发挥丁党和政府联系广大职工时“桥梁”和蜘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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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工人运动

宜宾是名酒“五粮浓”的故乡。早在1200年前，一批能工巧匠就酿出了“重碧”，

“荔枝绿”，“春碧”荨美酒，被旅居宜宾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宋代诗人黄庭坚等誉为

“戎州第一一。明末清初，商业繁荣，大批工人在宜宾城区出现，为宜宾经济发展，社

会繁荣做出了贡献。

第一节工 人

宜宾位于金沙江，岷江汇合处，扼三江咽喉，处川滇要冲，是大西南水陆交通枢纽

之地，运输发达，商业繁荣。随着生产发展，工人H渐增多。据清光绪年问(1875年

——-908年)的资科记载，仅船工就达三四千人，码头工人也有3000人以上。本世纪二

十年代资料，61个行业的工人总教迭9224人，加上小学教职员工，机关，银行等职

工，总数已逾万人。

三十年代，开始出现近代产业和较大型的商业，备业工人，职员巳选15000人。

四十年代，困抗日战争爆发，一批工厂内迁来宜。新兴的中元纸厂、天原化工厂，

宜宾电厂、电瓷厂、中央机器厂等有现代产业工人2452人。据1945年“县府概要”记

载，全县有矿业工人2765人，变通运输工人9101人，各业手工业：L)。29256人，公务人

员18112人。共计59244人，占全县人口7．5％。

五十年代，宜宾城区和郊区设立专辖市一宜宾市后余下县区内企业较少，工人不
多。据1957年统计，仅有盒坪煤厂、安边煤厂．安边砖瓦厂、盒坪陶厂、漆树索厂，黄

山茶场6个企业，只有产业工人600余人，加上中小学教职员T2352人，粮食职工640

人，银行职T180，财贸职322158人，共约5000多人(不含党政系统职工)。

1958年。进入“大跃进”年代，厂矿企业由几个增加到60多个，全民和集体职工增

加到29591入。在1959年“大办钢铁”的高潮中，从农村抽调了155175人。外县农民1万

余人，上山砍树、炼钢，工人猛增。

1960年起的三年困难时期中，执行中央制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批新建企

业下马，大批职工精简回农村支援农业，仪全民职X-15812人，就精简了2253人，占14

％。有i651人回到了农村、办钢铁的农民也全部返回农村。

1982年统计，全县有职工15589人。1983年，金坪区全部及喜捷区部份多划归宜宾

市，工会基层相应减少，职工为13737人。



第二节工人生潘与斗争

[工人生活)

民营政府时期，县城工厂不多，且厂房破烂，设备陈旧，劳动条件差，劳动时间

长，根本没有劳保设施，工人生瑶苦不堪畜。以当时设备最好的日·元纸厂为例，生产两

班瓤。每班劳动12榭，下斑后，工人避得下河去运术料进厂，没有星期·天，夜班无
饭、无水供应，只好到田里去冼脸，洗脚。一次烘缸墚炸，工人罗云华当场炸死，郭银

洲、肖于云受重伤。厂方对死者只给20元抚恤(相当于半月工资)，经孵三要求，只增

加了两元钱。工人兄弟见死者很惨，家中穷困，大家凑出两百多元，送给罗妻，将尸体

运回故土安葬。工人肖子云炸成重伤，周身包扎，只有口鼻外露。伤势稍好，不仪未衙

工份补助，反被开除出厂。工人程树云冲洗地上碱水，不幸滑到火碱桶‘旦，双脚烧烂，

只剩骨头，活活寤死I工人胤银堂安装磨木机时，因无人协助，又无防范设施，衣服被

机器咬住，甩了几圈后，掉入汜桨池中。伤好后，也被开除出厂。

当时码失、搬运工生活更蕾。每年直宾吞吐物资上百万担。没有机械，全靠肩挑背

驮，被压断脊艮吐血．气喘者甚多。同日}，还捋忍受。太扁担(工头)剥自q。栈房衡
工人张福兴。积劳成痰，无钱治病、吃饭=，惨死j哥_边，摆尸两天，无人过问。是工^兄

弟花钱安葬的．工人袁艇廷，拼死干活，所得环能养家糊口，靠借债过日。因无力交纳

。轮子钱”(工头提成钱)，便被赶出码头，病死外乡。

工人工资，更是低微。以当时待遇最好的宜宾电厂为侧，抗日初期，厂长工资600

元，工人工资仅24元，学工只有lO～15元。与厂长工资比相差25～60倍。据1945年资

料，工人工资每月平均为750～1482元之间，而伙食费每人每月得用800～1000元，还须

缴纳工头掘成和政府各种捐款。工头提成最高者可迭80％，每日劳动所甜，只能吃两三

碗“冒几头”(犬米饭)。抗战胜利后，因国民党发动内战，滥发钞票，通货膨胀如脱

缰野马，贷f5贬值达五六位教。以中元纸厂为侧，每月工资只能买到两包香烟，买米只

够一餐之资。艘工日划竹蔑15斤，仅够买米一台(约4两)。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5己

抗．工人斗争，此起彼伏。

1949年12月。宜嘉解放，县人民政府立即着手恢复生产，以工代赈，发放救济款帮

助失业工人。随着征榱．剿匪和土地改革的胜利，番业生产恢复和发展，为工人提供r

充分就业机会。劳动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兼顾原

则，实行工资加补贴、奖金的制度，推行互助储盒，困难补助，解决职工困难，以及劳

动保护，公龊医疗、离退休制度，兴建职工宿台、职工食堂．工人俱乐部设施等，职工

生活起了人的变化。

(工人斗争]

1911年7月，成都成立“保路同志会”，受到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宜宾人

民接到成都发来的“木电摄”后，开展罢课、罢市斗争。学生上街宣传，遭到政府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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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全城人民，其中大多数苦力工人圜聚冲击府衙门。知府罗皮下令开枪，打死市民十

余人，更加激怒了全县人民。各区乡共组织了14路保路同志军，两万多人开赴宜宾城

外，其p以喜捷铁匠翁廷禄为“统领”的同志军最负壤名。同志军围困宜宾，在城外拆

毁了私通官府，作恶多端的雷东垣的住房，迫使知府及洋人传教士等离开直宾。结束了

臂政府在宜宾的统治。

1919年，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咂四”运动，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1922年，马列主义开始在宜宾传播。1925年，共青团宜宾特支建

立。1926年元月，中共宣宾特支成立。在党团组织领导下，宜宾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阶

段。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宜宾人民立即成立“叙府外交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

反帝斗争，并决定成立“抵制仇油总指挥部”，与外国驶宣货轮绝交，不与往来。开展

反对外国货轮来宜蛹销煤油的斗争(称饭仇油”斗争)。工人，店员，学生等组成
“英日货轮检查团”。1926年3月和5月，发动工人，店员、学生等群众，固聚大南门

河边，用卵石、砖头赶走油轮，并惩办与外商勾接的奸商刘子贵、李伯衡、彭哲民等

人。斗争中，工人觉悟提高，涌现一批工运积极分子，为党领导下的县工会的诞生奠定

了思想基础。同年县总工会成立。

1927年，蒋舟石叛变革命，镇压工农运动。3月，重庆发生屠杀共产党人的“三、

三一”惨案，4月，国民党宜宾军阀派人捣毁左派县党部的同时，宜宾县总工会电遭到

破坏，工人运动转入隐蔽。1931年3月，宣宾中心县委5名领导人被捕牺牲(史称“五

人堆”惨案)，党的活动中断，宜宾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但仍然开展r一些活动。如组

织黄包车工人掩护外地来宜党员-曾任总工会委员长、中心县委书记的张占云组织泥木

石工人相机起哄，捣毁税捐局，营救因组织抗捐被软禁的进步人士刘×出税局o

1935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释放政治犯，宜宾党组织饿复。

宜宾中心县委领导人民开展了抗日救亡斗争。工人运动围绕抗日救亡运动由低潮走向高

潮，在党的领导下，以工人，店员，职员、教师、学生等为主体，先后组织“抗日歌咏

团”、“抗日展呼队”． “抗战剧团一等，动员人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址匕七”事变后，由“欧亚”和“中国”两个航空公司电台台长陈质清，报

务员金汉民发起(后二人入党)，组成抗口歌咏团，有一二百人参加。多为店员、职员

及部份教师，学生。由教师陈均可，罗均录任教员，救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发垒县人民

的爱国热情。同年冬，围民党县党部以‘‘漏入托派分子”为由，强令解散。队员们又转

入“抗日晨呼队”活动。

1938年7月，抗战一周年时，原“宜宾商会晨呼队”改私为“宜宾抗敌晨呼队”，

队鼠有三四百人，是党领导下的甜工人、店员为主组成的。每逢星期，天方破晓，队日

集于城区街头，高i呼“沉睡的人们醒来l”随后结台时局变化，高呼振奋人心的抗日救

亡口号。齐声高唱激昂慷慨的抗日救亡歌曲，如“X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

“流亡三郎曲”，“游击队歌”、“在太行山”，“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展呼队

孟￡也，_人f．字、小一t·字、黄荆栏等重要街vt办有“大众蹙报”、“小食店壁报”等。71：71：

展义演募捐，支援前方战士和重庆受灾难民，慰问住宜抗日伤员，为直靠城人K防止霍

乱流行，免费往日j疫曲等，深得民众拥护。】939年8月，国瞠党县党邡以“晨“f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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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一、“有异党活动一为由，强令解教。总千事古哲之(党员)、队员张智周<又名张守

愚，建国后第一任宜宾县委书记)等人与县党部赖石事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o

1939年后，国民党反动派连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党转入隐蔽活动。但是，在党的

领导下，工会利用合法的地位，耻及举办。芬哨”等进行聚会，组织工人学习，☆1J定帮

规，约束老板和工头，反对剥削和压迫。如木工工会制定的帮规规定了工人和学徒每曰

工资最低数额，工人犯纪由工会处理，老板和工头违法科以罚金等。积极保护工人正当

权益。

1941年6月30曰至7月1日，城区工人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由工会领导人张占云

任总指挥。发起一场规模洁大的反饥饿(到船上兜米)、反压迫(打击奸商、撵走宪

兵)的斗争。在米价暴最时，东门江也的。万流”轮船却满载大米外运，饥民上船兜

米。宪兵开枪镇压。工人、市民等被迫开展反镇压的斗争，捣毁了下交通衡宪兵司令部

的门窗、家具厦枪支。专员冷勋南怕事态扩大．出面调停，同意释放被捕的兰百多无辜

群众·关棺木安葬被开枪打死的老太婆，拨款慰问和抚恤打伤的群众I宣布立即出售低

于市价的平价米，以及同意惩办凶手等，取得反饥饿、反镇压的胜利。

1943年，中心县委委员钱寿昌还发动县府直税局员工开展抗丁和增加工资的斗争，

也取得了胜利。

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觇结束。宜襄觉组织一面在农村组织武装。准备

起义}一面组织工人开展护厂和维护自己权利的斗争．

1945年11月，中央机器广外迁，100名工人开展了为期80多天的厦遣敞斗争。同年

秋，宣民煤厂工人开始丁长达三年之久的匣监工，反克扣工资和要求增加待遭遇的斗

争。取得了罢免袒护老板、克扣工人工资的工会常务理事刘龋康的胜利。

1947年初’因物价飞涨，工人无法生活．以原竞的木工支部颁导的术工工会为核

心，联合泥工、石工等广大建筑工人，井在县总工会常务理事张占云(早期党的领导

人)的支持下，开展为时Io多天的善工，游行和静坐请愿斗争，迫使县长戴叔楷，社会

科比余雪樵与工人谈判，取得了提工资23％的胜乖l。受#影响，各行各业的工人也纷纷

效法，要求增加工资。次年，建筑工人再次罢工，争取到把货币工资改为折宴工资，日

工资由一升米提高到三升米的待遇。与此同时，对曾公开出面恶言阻止建筑工人增加工

资曲参议员陈茂犰，发动了：【人们张贴出陈家出售平价米的假布告，聚集上千工人贫民

捣毁了陈的墨匠街公寓。进而将小较场，北门洞子口奸商外运的粮食全部兜光(史称。兜

米斗争”)。这一斗争，对一些’F日欺压百姓的官僚、地主和资本家提出了严重警告，

大民了群众志气。

此外，19{7年4月．黄包车工发动了要求政府限制车主增加车租的斗争，1948，E3 9

月，40j多名理发工人开展丁反对上映侮辱人格的“假凤虚凰”电影的大游行，1949年

临近解放前夕，宜宾电厂、rp元纸厂足电信局等，团结职工，开展了护厂斗争，为和平

解放宜宾城作山了员献。

19 Jo年12月宜宾解放后，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和主人。工人运动在宜宾

地，县委的领导下，转，＼了以建立和健全工会组织为主体，以开展增产节约为中心内容

的恢复阳发展生产的运动}组织劳动竞赛、民主管理、职工教育、职工生话，劳动保护



等活动I同时，积{I乏参与党领导的剿匪、征粮，减租，避押．清匪反霸，农忖土改、城市

民改、救济兜’7：工人，抗硅援蜘，以及“三反”．“正反”等一警列的’!．会改革运动，

并做出了很大贡献。f嗵昆，由于“左”的牿{裂干扰，工人运动也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历

程。

十年“文革”动乱站泉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兰巾全会执行一系列拔乱反正、落实

平反冤、假、错寨政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侪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

革开放上以来，宜宾县工会工作起了很大变化。：【会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s度嚏视。宜

宾县工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三节工会沿革

宜宾县工会的形成、建立和发展经历r较妊的历史过程。

[帮会)(1736～1912)

早在清乾隆丙辰年(1736年)。城区水果业，菜农、小贩、雇工等即组成了第一个

帮会“豆芽帮”(自称水果蔬菜帮)。以后，船工们按金沙伍、岷江，长征等航线分别

组成了三个帮会(自称“王爷会”)，各有船工千人以上I搬运工人组成了“力行帮”(又

名“炭帮”秆l。轿行帮”)，人数达3000人以上I建筑工人组成“鲁班会”，理发工人组织

‘罗祖会一；屠宰业组成“张爷会”，铁匠组成“老君会”，缝纫组成“轩辕会”，外地

旅屙宜宾的工人，如饮食，厨师等都建立了各自的帮会组织。

帮会组织具有团结互助的性质。他们建庙供神，祭祀，把工人团结在神庙的周围。

后来逐渐被头人尼官府利用，帮会头人成了把头，盘剥工人，比之为“皇帝的江山，客

家的码头”，诡称头人的剥削权益是“银子买来的，立了铁碑的，是帮规定了的”。

清末民初，哥老会兴起。工人们还备自参加了具有职业区别的哥老会。如“克芽

帮”组成的“天正合”，术船帮组成的“映星潭”。称为“天正合的豆芽予，映星潭的

桨脚子”。理发工人不能参加哥老会，索性自已组成“兴汉公”，咀示抗议。妇女不能

^哥老会，也组成“姊妹会”。

[县工会](1912～1925)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推朝清朝政府后，成立了中华民国民主共和政府。1912年4月四

川都督府建立。他们为表现民主共和围的新气象，拨开办费银1000两，年经费20九。两，支

持建立了四川省工会。同年·“经呈报省工会，请颁发图记一颗”，其文日·“宜宾县工

会”。于是，宜宾县县工会成立。县工会被承认为“社会法团”，与参率会，议事会，

同盟含、共和党等并列。工会主席由县商会副会睦刘某兼任。

19t4年9月，袁世凯窃踞大总统职位，镇压各地革命党人。颁布“商会法”规定

“所有总工会、分会，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与同地商会合}胪，县工会与商会台并。
1 92 3年元月依省宪法之规定，县工会弛立恢复活动。但仍由商人代贞炽，翟鸡寅仟正，

副会民。这一时期中，名为工会，实为商会附J属，会长也为商宋担任。下属基屠工会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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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原帮会组织形式。

(初建县总工会)(】926～1928)

受“五四”运动影响，党的早期活动家恽代英于1921年来川南办学，井在宜宾发展

团员，传播马列主义}1924年，宜宾早期党员郑佑之，尹绍洲等在宜宾城兴办“青年读

书会”组织．向工农大众、青年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及爱国主义思想。1926年1月，中共

宣宾特支成立后，党先后帮助码头、搬运，黄包车、记、木、石，印刷、店员，船员、

理发、丝织，竹篾．棕绳等13个行业，取消帮会，建立新的工会组织。与此同时，还接

收丁码头工人张占云，张发长、粜银州等入党，建立了党的工人支部。1926年11月，召

开代表大会，成立县总工会，张占云任委员长，与张长发、朱银州等主持工作。特支还派

出党员李竹君、尹伯民，袁书成、邹束孵等参与工会工作。总工会地址设在将军街国民

党左派县党部内。取代了原工会组织。

1927年3月。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重庆E、三一”惨案发生后，宜宾军阀覃筏
楼派人捣毁了左派县党部及总工会。县工会活动停止，但基层工会仍在秘密活动。

(工会联合会](192,8～1950)

1923年3月11日，原宜宾县工会以“职员任期届满为由”，召开有d4名代表出席的会

1i【，选出9名执叠和5名侯补执委，由赞．中轩，赵规廷任正尉委员长，恢复原县工会组

织。

1930年11月，宜宾县工会更岛为“县工会联台会’(简称工联会)，设理、监事

会，由裴子宽任理事长。下辖28个基层工会。1932年，基层工会增加到80个。工联会还

制定。简章”，共14条。办公地址设在武庙街药王庙内。

由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县工联，是政府和商人结台的产物，工商不分的团体。执委或

理，监事中，绝大多数是商业资本家。并杂有国民党的党工人员。

1935年，蒋介石势力入川，工联会复称县工会。1938年，80个基层工会逐步塌为45

个，会员4705人。其中泥木石、运输、店员等工会有中共党员活动。

1938年8月，武汉国民党中央以4鄂红字第586号指令核准组织宜宾县总工会”。由

其党工人员刘裕之任筹备主任，办公地点由武庙街迁县府街城皇庙(今直宾地区中级人

民法院灶)。次年9月，正式成立总工会，设理、监率会。理事9人(朋名后补)，监

事7人(两名后补)，刘裕之任厦市长，王敬清、万人杰任常务理事。下属职业工会48

个，会员4266人。

1940年3月，县政府设{土会科主管社团工作，加强对总工会控制，防止异党擂动。

19 42年，刘棋之调离，由王敬清继任县总工会理事‰万人杰、张占云、周钧石、

刘福昌等任常务理串。次年，基层工会增至75个。第三、第五两个区乡也建立了区工会

组织。

19 4i年5月，渔工会更名为“宜宾县各业工人联合会”。会址迁崇报寺内。下屑工

会调为55个(会员8539人)，19 d8年增至61个。

1949年解放前夕，基层工会尚存54个，由于通贷膨胀、民不聊生，会员减至3562

人。

[县总工会)(1950～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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