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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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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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在县委党校办的干部培训会上讲授题为“从社会性别看男女平等”的专题课，取得了良好效

果。

（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1991年～1992年，乡城县妇联配合各有关单位分别慰问住院儿童、残疾儿童和儿童工作者，同

时开展以“三优”和如何进行儿童免疫为主题的家庭教育宣传咨询服务活动，对卫生局幼儿园和县

幼儿园的儿童进行免费体检。为“希望工程”捐助3 200.20元。

1995年，制定了今后5年《乡城县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纲要》。

1998年，县妇联贯彻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国妇女发展规划纲

要》和《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发放宣传资料1 500余份，举办两期橱窗专栏。并在12个乡（镇）

广泛宣传《儿童权利公约》，举办橱窗专栏12期。全年共接待来信来访32件（次）。

2000年，县妇联配合县妇幼保健院、县计生指导站，开展妇科病的普查普治工作。为0岁～7岁

儿童进行健康检查和健康咨询服务。

2001年，制定了《乡城县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和《乡城县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

同年，配合县卫生局对全县1 726名学生进行健康体检，免费为然乌乡儿童进行健康体检。共接待

来信来访2件（次），解决婚姻财产纠纷案件2件。

2002年，县妇联派2名干部参加了由州妇联和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共同举办的妇联干部法律培

训班学习。共接待来信来访2件（次），结案2件（次）。完成“两纲”的监测评估工作。

2003年3月，发放各类法律法规资料1 500余份。在“六一”期间，与教育体育局开展了评选合

格的“小公民”活动、“家长示范学校”活动，对全县5名州级合格“小公民”获奖者和1所州级

“家长示范学校”进行表彰并颁发了证书。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接待妇女来访2件。

2004年，开展以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为主题，以“148”活动服务专用电话为载体的妇女维权

周活动，发放资料980余份。“五一”期间开展女职工维权周宣传活动，宣传了《妇女权益保障

法》、《工会女子职工委员会工作条例》，发放宣传资料380余份。县妇联还协同公安局、综治办

等单位联合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宣传咨询活动，县妇儿工委开展了对《乡城县家教“十五”计

划》出台的指导工作。2005年，全县有“小公民”实践基地2个，扩大了“春蕾计划”的覆盖面。

全县共资助农村“春蕾女童”123名，资金总额达31 030元。县妇联撰写儿童工作调研报告6篇。向

卫生局、保健院及乡（镇）中心校等单位赠送《手拉手讲卫生》、《生命知识挂图》、《预防“非

典”指南》、《预防艾滋病》等书籍资料1 000余册。完成“两纲”情况分析。

2005年，按照甘妇知〔2005〕18号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全体职工学习《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

案（草案），利用“三下乡”活动大力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等法律法规。全面

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

见”），制定了《乡城县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实施意见，按县文明办关于贯彻落实

“若干意见”目标任务分工。认真贯彻落实《乡城县家教“十五”计划》和《四川省实施小公民道

德建设计划》精神，各成员单位开展儿童道德实践活动，发放宣传资料1 340余份。通过一系列的

宣传活动，为全面推进“两纲”顺利实施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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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巾帼建功”活动

1991年，开展城镇妇女“八五”计划建功立业（简称“巾帼建功”）活动。并成立了“巾帼

建功”活动协调小组，成员由县妇联、工会、文教局、科委、人事局、团委、商业局、广电局、卫

生局、人武部、计生委等部门组成。号召各条战线的妇女职工，立足本职开展“创一流、争先进”

奉献“九五”立功竞赛活动。并在窗口行业单位开展了“优质服务”、“文明经商”、“医德医

风”、“救死扶伤”、“ 爱岗敬业”等活动，824人参赛。同时，城镇妇女还为“希望工程”，救

助淮河、太湖流域水灾受灾户，贫困母亲以及修建县医院住院部等捐款达58 137元。

（四）“双学双赛”活动

1989年，开展了“双学双赛”活动，其内容是动员组织农村妇女“学文化、学技术、赛贡献、

赛新风”，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贡献力量。1992年，积极支持城郊村和青德乡的妇女种植各类

蔬菜瓜果占领市场，增加收入，打破了传统的“女农男商”的陈旧观念。1993年，参加“双学双

赛”活动的妇女共6 719人，掌握两门以上实用农业生产技术的妇女达6 719人，占全县妇女总劳动

力的89.6%。1997年，建立扶贫联系点13个，妇女干部和妇联包贫困户117户共计540人。1998年，

争取到“巾帼扶贫”小额贷款15万元，落实到100户贫困户。1999年，在县第五次扶贫工作会议

后，县妇联先后54天78人次到联系点传达贯彻扶贫工作会议精神，调查了解建卡户脱贫情况，开展

扶贫帮困工作。同年，调整了“双学双赛”领导小组，进一步开展“双学双赛”活动，在农村“双

抢”中，党政企事业单位的妇女888人，参加劳动6 214人次。2001年，县妇联与县农牧局、县科委

一道，在青麦乡木差村为20户村民实施人畜分离分道项目的建设启动工作。2003年，县妇联与县农

牧科技局在青麦乡组织和发动广大妇女参与天麻种植的示范推广。2004年，县妇联在桑披镇、青德

乡两个“三八”绿色基地进行调查了解，并对基地建设的成效提出了要求。2005年，在尼斯乡新建

一个“妇”字号基地。

15年来，县妇联组织农牧区妇女积极参与退耕还林还草，绿化荒坡，改善生态环境。为使农

村妇女掌握1至2门实用技术，配合县农牧科技局、县委党校举办培训班24期，培训15 304人次。配

合县文教体育局举办扫盲培训班106期，培训妇女4 901人。表彰各行各业涌现出的“三八”红旗手

473名，“三八”红旗集体22个，“五好”家庭122户，“双学双赛”、“ 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和

个人分别为7个和18个。

（五）推动培养选拔女干部

1991年～2005年，县妇联把组织动员全县妇女，围绕经济建设，加强社会稳定，发展科技文化

教育事业，培养和推荐德才兼备的优秀妇女干部工作作为重点来抓。2005年，全县干部总数为1 162

人，其中：女性干部489人，占干部总数的42.08%；机关干部543人中女性干部318人，占机关干部

总数的58.56%；县处级女干部有2人，占县级干部总数的7.41%；区科级女干部24人，占区科级干部

总数的32.88%；人大女代表7人，占代表总数的6.25%；政协女委员10人，占委员总数的10.64%。

2000年，县妇联荣获四川省“双学双赛”先进单位称号，2001年，青麦乡中心校被评为四川省

家长示范学校；2002年，县妇联洛绒志玛获四川省基层组织建设先进个人称号，2004年，青德乡下

坝村扎西洛绒获四川省“双学双赛”女能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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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工商联

一、机构与职能

乡城县工商业联合会（商会）（简称工商联，下同）于1999年5月19日成立，有专职机关工作

人员2名。县工商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统战性为主，兼有经济性、民间性的人民团体和民间

商会，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的坚强助手。

1999年～2005年，乡城县工商联历任会长为张天才（兼）、杨登（兼）；副会长为降巴、丁素

娟、冷恩龙称、高军、亚里曲真、李万书、扎西龙热。

二、代表大会

1999年5月19日，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会长1名（张天才，兼），副会长3名

（专职副会长降巴，兼职副会长丁素娟、冷恩龙称），执行委员7名。

2000年～2005年，先后召开第一届第二、三、四、五次会员大会，听取年度工作报告，制定工

作目标，部署工作任务；对新增的61名积极分子举行了入会仪式。

2005年12月，召开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执委会会长1名（杨登，兼），

常务副会长1名（降巴），副会长5名（兼职副会长高军、冷恩龙称、亚里曲真、李万书、扎西龙

热），秘书长1名（胡平刚），执行委员7名。

三、工商联工作

（一）社会公益与光彩事业

2002年，在四川工商联的支持下，乡城县工商联解决了乡城县12名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2003

年，在四川全省工商联组织广大会员发起的《思源林建设》过程中，乡城县工商联捐款500元。热

打乡个体摊点一条街发生火灾，24家个体户财产被全部烧毁，乡城县工商联会同县工商分局一道组

织全县个体私营企业捐款4 700元。 2005年5月，针对乡城县县级机关各部门在个体经营户中拖欠接

待费并长时间不归还的现象，乡城县工商联在县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提出议案，进行清理统计，上

报县纪委、县监察局，全县共清理拖欠73万余元。同年为雅江水灾地区捐款700元。

（二）加大宣传，创造氛围

乡城县工商联自成立以来，用各种传媒广泛宣传了工商联工作的性质、地位、作用以及对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权益的保障等。1999年～2005年，乡城县工商联开展宣传活动达29场次，发放宣传资

料7 800余份，宣传面达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