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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7　1991年～2005年乡城县劳模花名册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评选时间 劳模等次

罗绒他生

彭汝华

阿尤龙

税建国

魏云

松阿衣呷

尼玛

任洪彬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43

53

46

41

40

59

35

35

县教体局

县政协

县林业局

县医院

县中学

青麦乡亚金村

县交警队

县公安局

1994年

1999年

2002年

2002年

1999年

2002年

2001年

2002年

省级

全国

州级

州级

州级

州级

部级

部级

第二节　团县委

一、机构

共青团乡城县委设办公室、希望工程办公室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小组办公室、青少年活动

中心。1991年～2005年，共青团乡城县委历任书记为何建中、罗英、洛绒卓玛；副书记为孙向东、

李绍林、丁红英、泽仁多吉。

二、代表大会

1991年6月3日～5日，召开共青团乡城县委第五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代表70名，列席代

表15名，其中：少先队员代表占12%。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共青团乡城县委工作报告，选举了新一届

委员会委员15名，常委7名。选举出席共青团甘孜州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10名。

1998年6月18日～19日，召开了共青团乡城县委第七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代表70名，列席代

表12名。大会选举产生委员17名，常委9名。会议表彰了自1995年以来的6个先进集体、35名先进个人。

大会号召广大团员青年，广泛开展“学科学反对迷信”活动，倡导崇尚科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

界观。

2005年10月29日～11月1日，召开了共青团乡城县委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69名正式

代表和全县12个乡（镇）党委书记、3个片区工委主任、县级机关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等35名列席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团县委领导班子，委员15名，常委7名，表彰了10个先进基层团组织、16

名优秀团干部、22名优秀团员、6名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三、共青团工作

（一）组织建设

2003年，团县委与县委组织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推行

公推公选的用人制度，对基层组织进行集中换届、集中整顿。根据团章规定，撤销和合并了部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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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建立健全了村级团组织，结合团建工作创新实际，新建了文化旅游局团支部、非公有制经济

团总支部，与森警部队签订了《军团共建协议》，将森林警察部队团总支部、武警中队团总支部融

入到地方团组织，扩大基层团组织的覆盖面，使团的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得到夯实。

（二）积极筹建“两库” 

2004年，团县委积极筹建“两库”（贫困学生档案库、青年人才档案库），2005年，“两库”

信息搜集工作基本完成。并推荐20名党政管理人才进入州级青年人才信息库。

（三）青少年主题活动

1991年～2005年，团县委开展了“造就一代青年致富带头人”、“农村青年脱贫越温竞赛”、

“致富星火带头人”等一系列农村青年主题活动。1992年，举办了乡城县第八届青年篮球赛。1993

年，举办了乡城县首届青年书法、美术作品展，组织青年歌舞队参加甘孜州首届青年艺术节。1994

年，建立以卡拉OK厅、台球室、录像放映厅为一体的青年娱乐中心，举办了首届乡城县青年卡拉

OK大奖赛。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青年中开展“青年岗位竞赛”活动、“治理白色污染”活动、

“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在全县青年中开展“学雷锋志愿者活动”。 1998年，团县委领办县级

推广项目1个，转移农村劳动力515人，农村团支部“三位一体”配置率达40%，团员青年比例达

15%。1996年～2001年，连续举办了青年卡拉OK大奖赛。2002年，以建团80周年为契机，开展以

“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为主题的演讲活动。2003年，开展了“庆五一、五四，迎‘普九’”文

艺活动。同年5月20日，开展了“‘非典’无情人有情”为贫困山区农牧民预防“非典”献爱心活

动，10月，开展了“健康献爱心”扶贫帮困活动。2004年五四青年节期间，举办了首届青年业余歌

手大奖赛，组织开展以“奋力拼搏求发展，共建美好新乡城”为主题的演讲比赛。2005年，着力推

进“青春助农增收”行动，深入开展“三下乡”活动，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向农牧民宣传各项惠农

政策，着力推进青年就业创业行动。聘请有资质的英语专业教师，为待业青年、农村贫困青年免费

举办英语口语培训班，着力推进“青春助困创和谐”行动。同年5月，组织全县青年干部职工植树

造林1万余株。同年8月，为了使驻地官兵度过一个愉快的建军节，共青团乡城县委牵头，与旅游局

团支部、森警团总支部联合开展了以“庆八一，展青春风采”为主题的文艺联欢活动。

（四）开展“希望工程”活动

1996年，在全县广大干部职工中开展“希望工程爱心储蓄”活动，成立“希望工程爱心储蓄”

组织委员会。到1997年，县内救助款达7.55万元，使全县380名失学儿童受助重返校园。1997年，在

团省委、团州委的支持下，洞松命名“健力宝希望学校”，争取到了建校款15万元。1998年7月，

希望工程办公室组织人员深入全县检查受助生管理工作，对学校材料建档进行指导，及时划拨了

救助金2.44万元。号召全县各单位、团支部为希望工程捐款捐物，全年累计捐款捐物达1.15万元。

1999年9月，团县委争取到100名贫困生救助金，争取到价值4 000余元的体育器材、1套“三星影

库”以及若干学习用品、工具箱。2000年，对314名学生进行救助，资金达18.05万元。2001年，共

结对救助88名学生，救助金达4 400元，争取到大连实德捐款50万元，修建正斗乡永德希望小学。

2002年，根据县委、县政府要求，团县委设立救助基金，共筹集资金7.88万元。基金会资金实行专

户存储，基金的管理、发放等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2003年5月，团县委组织全县团员青年为农牧

区贫困学生捐助9 876.15元。 2004年11月，为了救助青德乡中心完小身患重病而无钱医治的贫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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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泽仁扎姆，团县委组织开展募捐活动，活动共募集资金5 000余元。进一步落实正斗乡永德希望

小学多媒体教室价值10余万元的设备。2005年，继续深入开展“让爱心在社会中传递”活动，为4

名贫困学生争取到四川省青少年基金会结对救助资金，为100余名贫困学生筹集到1万元的救助金。

第三节　妇　联

一、机构

乡城县妇女联合会于1952年1月成立。1992年，经县编办批准，乡城县妇联托儿所成立，属县

妇联下设股级事业单位；1998年底，因场地、生源、资金等原因被撤销。2001年，县政府妇女儿童

工作委员会设在县妇联，行政编制为3人。2005年，县妇联有在职职工4人。全县12个乡（镇）配有

12个专（兼）职妇联干部，在全县51个行政村130个村民小组中，成立了51个妇委会，130个妇代小

组。县级机关成立了10个妇委会，31个妇代小组。1991年～2005年，乡城县妇女联合会历任主席为

丁真拉姆、松依章、方爱琳、沙朵太；副主席为林兰、胡萍乡、谭萌、蒋红琼。

二、代表大会

1995年5月3日～4日，召开乡城县妇女第六次代表大会，参会代表66名，列席3名，选举产生第

六届执行委员会委员19名，评选出6名出席甘孜州第八次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大会确定了今后5年

全县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

2000年6月15日～17日，召开了乡城县妇女第七次全县代表大会，参会代表57名，列席3名，选

举产生了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委员19名。

2005年10月27日～28日，召开了乡城县妇女第八次全县代表大会，参会代表71名，列席15名，

特邀代表1名。选举产生第八届执行委员会委员15名。

三、妇联工作

（一）组织建设和妇女教育

1991年，县妇联以会代训，对乡以上妇女干部和妇女代表进行第二期培训。1992年，组织9个

乡的妇委会主任培训，培训面达75%。1996年，为农村配齐50个妇代会主任。1997年，县委宣传

部、党校、团委、妇联联合举办了乡镇干部培训班，55人参加培训。2002年，开展了“察民意、

暖民心、解民忧、办民事”活动。2003年～2004年，县妇联结合州妇联九届五次执委会议精神，慰

问战斗在“非典”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送去价值1 000元的慰问品。2005年，村妇女干部享受每

人每年100元的补助。同年，以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与联系点贫困党员结成一对一帮扶对

子，深入基层，为贫困党员面临的增收难问题出谋划策，送去价值300元的生活必需品。同时在全

县开展访贫济困活动，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奉献爱心，共收到捐款1.22万元。在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中，配合有关部门抓好人才资源开发工作，抓好“三支队伍”建设及培养选拔优秀妇

女干部工作，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三支队伍”人才库，积极向县委组织部、人事部门推荐优秀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