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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沐川县地处西南边陲，形若彩蝶东展，绿竹之乡，山川秀劲，峰峦

逶迤，特产丰富，景色迷人，人杰地灵。

古人云：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通过编纂人员近两年的不懈努力，一部全新的《沐川县总工会志》问世

了，这是沐川县工会工作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工人阶级始终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力军，工会组织是国家政权

的重要社会支柱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我县工

人阶级和广大工会干部与发展同步，与时代同行，用创新、坚韧、勤奋、进取

的精神书写了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华美篇章。

《沐川县总工会志》横分门类，纵述始末，首设概述，钩玄撷要，时序为

经，再分章节，以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了61年来沭川县工会

工作创建发展的历史和沐川县工会组织、内部管理、工会工作、女职工工作等

方面情况，是一部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的工会专志。它的付梓出

版对于借古鉴今、承前启后、彰往昭来，为县总工会“资治、存史、教化”将

起到一定的作用。

沐川县各级、各单位工会历任领导、干部职工为沐川县工会工作作出了贡

献。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在此，我谨代表沐川县总工会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

《沐川县总工会志》的编辑们全面收集资料，认真撰写，反复修改志稿，细致校

对，精心审稿，为本书的编纂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

黄金无足赤，白玉有微瑕，尽管我们在组织编纂过程中力求科学完善，但

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沐川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涂海燕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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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忽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客观、真实、科学地记载沐

川县总工会工作的发展与变化。

二、本志上限自有资料记载起，下限止于2010年底。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传、表、录诸体。横分门类，纵述始末，首设

概述，钩玄撷要，时序为经，再分章节，记事系人。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文书档案，也有其他部门文字记录，专访记录，

所有资料均经核实，务求真实而后使用。

五、本志用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体，文字、标点、纪时、计量均使用国

家规范标准。

六、本志遵守保密法规，涉及机密资料不录。



沐Iq总工会

市总工会等单位“暖冬大行动”启动仪式在沫川县举行

市总工会副主席陈德tt(左--=)N洙川县开展”送清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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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川总工会

县委书记廖克全一左二一调研春风送岗

县总工会领导陪同市领导调研

县总工会第六届五次全委一扩大一会



沐川总工会

县总工会"o吝年金秋助学一受助仪式

县总工会送清凉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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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总工会参与组织社区厨师培训

县总工会组织员工技能比武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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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I总工会

乐山市总工会
二00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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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1946年2月14日，召开沐川县总工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中城镇绅士刘建枢为理事会

理事长，吴文杰为监事会常务监事，县总工会辖泥、木、石、人力运输4个职业工会和煤

矿、冶铁、造纸3个产业工会。有会员593人(其中女12人)，会员团体7个。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9月建立县工会筹备委员会，开始在店员、建筑、搬运三个行

业中发展会员，建立工会。1955年统计，三个行业共有基层工会25个，会员1107人，乃

建立沐川县工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县工筹会)。1962年，县工筹会机构被精简，其工

作由县委组织部代管，会员减至520人。1964年，恢复工筹会机构，“文化大革命”初期陷

于瘫痪。1973年6月召开首次代表大会，选举首届县工会委员会委员，成立县总工会。时

有基层工会88个，会员2598人。1985年，基层工会121个，会员5173人。1990年有基层

工会145个，会员7023人。2000年有基层工会146个，会员6875人。

1999年12月后，由县委常委担(兼)任主席，设常务副主席。

2001年12月，沐川县总工会机构编制方案明确县总工会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行政

编制。

主要职责： ．

1、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和民主权利。

2、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与建设和改革，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

3、代表和组织职工参与行政和社会事务管理，参与企业、事业和机关的民主管理。

4、教育职工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职工队伍。

5、开展下岗职工再就业及困难职工送温暖活动。

6、开展女职工委员会工作，维护女职工特殊利益。

7、完成县委安排的其他工作。

总工会内设综合办公室1个。县总工会机关行政编制3名。领导职数：主席1名(县级

领导兼任)，常务副主席1名，副主席1名(兼女职工委员会主任)，中层职数1名。

2010年，有基层工会244个，会员42909人。

历任工会主席有杨斌、孙玉明、刘遵汉(主任)、李晓竞、陈硕礼、张登华、张又循、

杨跃、费国成、胥大齐、谭力贤等11人，历任常务副主席有张登华、廖致全、廖学军、涂

海燕4人。

县总工会党组织。1988年9月前，工会与科协为联合支部。1988年10月，机关工委、

工会、团委成立联合支部。1992年成立群团党支部，李晓竞任支部书记，刘万富任支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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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1996年4月，群团党支部划分为妇联党支部和工会、团委党支部。工会团委党支部

的历任书记为：李晓竞、张登秀、秦力、廖致全。2006年12月，改为工青妇党支部，廖学

军、涂海燕先后任书记。

党支部重视制度建设。2006年，工会团委党支部制定《“三会一课”制度》、《决定重

大事项实施细则》、《领导联系基层工作制度》、《中心组学习制度》、《党员电教制度》、《送

温暖和结对帮扶制度》。2007年，工青妇党支部制定《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领导

干部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单位负责人与党员谈心制度》和《党员联系群众制度》。

县委县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加强工会工作的文件。1997年5月15日，县委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工作的意见》。1999年6月7 El，县委印发《关于迸

一步加强工会工作的意见》。2000年12月12日，县委制发《关于加强新经济组织工会工作

的意见》。2005年lO月17日，县委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基层工会工作的实施意见》。

2005年lO月28日，县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工会工作的通知》。2008年3月

17日，县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的意见》。

县总工会重视制度建设。1996年3月21日，制定女职工委员会工作制度。1998年6

月，县总工会制定机关人员岗位职责、工作和学习制度、财务制度。1999年4月6日，县

总工会进一步细化机关工作人员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制定机关职工联系企事业单位工会制

度，考核内容及评分办法。2006年6月6日，制定领导班子议事规则。2007年4月10 El，

制定《学习制度》、《决定重大事项的实施细则》、《工会领导联系工作制度》、《经审会工作

制度》。2009年8月29日，制定目标管理考核办法。

2002--2003年，县总工会开展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按照县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统一部

署，县总工会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分阶段组织实施，全面完成工作分析、个人职业生涯计

划、培训计划、绩效考核等工作任务，编制出《沐川县总工会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实施方

案》，编印《沐川县总工会组织结构图》、《沐川县总工会服务工作流程图》、《沐川县总工会

任务清单》，明确总工会主席、常务副主席、副主席、办公室主任的“职责概述”和“工作

职责”，印制《沐川县总工会职权分配表》和《沐川县总工会任职资格表》，确立《沐川县

总工会星级服务准则》。《准则》确定的服务理念是：以人为本，诚信服务；营销意识是：

领导放心，群众满意；组织愿景是：扎实有效地开展工会工作，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工会干部

队伍，优质高效的为职工(会员)服好务；机关文化为：团结互助，互相尊重，精干高效，

乐于奉献；公众形象是：务实、高效、廉洁、勤勉。

2008年，实施行政效能建设，以落实“三项制度”为重点，以转变作风为保障，着力

建设人民满意机关。制定《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和《责任追究制》，并严格执行，

实现机关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2002--2006年，集中开展学习型机关创建工作。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关于

创建学习型机关的实施意见》和《机关学习的安排意见》，明确创建目标、措施以及学习的

时间、内容、方法和要求。建立健全机关管理制度。制定创建学习型机关奖励制度、“五个

一”学习制度、图书室管理制度等学习制度。建立干部职工个人终身学习档案，将“学习”

纳入干部职工年度绩效考核。以“机关学习日”、“团队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形式，组

织干部职工广泛参与，有学习计划，有考勤，有学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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