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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 社会团体

第一章 职工团体

第一节 职工抗日救国会

1941 年 8 月，牟海县职工抗日救国会(简称职救会)成立，梁木任会长，�

受牟海县各界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救会)领导。翌年冬，工厂和区村基

层职救会组织普遍成立。1944 年，全县有职救会会员 14713 名(包括农村雇工)。

各级职救会组织成立后，在中共牟海县委的领导下，团结广大职工、雇工积极

参加抗日救国和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待遇等活动。1945 年 5 月改称县职工救国

会，邢正友任会长。解放战争时期，县职救会提出“后方多流一滴汗，让前方

少流一滴血”的口号，开展大生产运动。在保卫解放区的斗争中，踊跃参军上

前线。留下来的职工，坚守岗位，搞好生产，为支援前线和“反蒋保田保家乡”

做出很大贡献。1949 年，县职工救国会撤销。

第二节 工 会

组织建立与发展 1949 年 10 月，乳山县工会成立，冯曰浩任主席。1951

年 3 月，�改称乳山县总工会，时全县共有职工 2258 人，加入工会组织的占 70%；

基层工会组织 54 个，基层工会干部 226 人。是年 6月 12 日，召开第一届会员

代表大会，此后，相继成立纺织工会、教育工会、店员工会。“文化大革命”初

期，县总工会组织瘫痪，工作被迫停止。1973 年 2 月，恢复县总工会，并对全

县工会组织进行整顿。至 1980 年 3 月，全县共建基层工会 175 个，占应建基层

工会组织的 92%，工会会员发展到 1万余人。1982 年�7 月 1 日，建筑面积 1430

平方米的总工会办公楼竣工使用。时县总工会机关设组织组、生产组、宣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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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下设图书阅览室、游艺室、讲座室、资料室、会议室等。1985 年，县

总工会机关改设组宣部、生产福利部、办公室。是年，全县工会会员 16024 人，

占职工总数的 58%；建立基层工会组织 198 个。1989 年 7 月，开始在乡镇企业

中建立基层工会组织，至年底，建立 76 个。1992 年，全县工会会员达到�49690

人，占职工总数的 99%；工会基层组织发展到 256 个。1994 年，全市符合建立

工会条件的 39 家外商投资企业，有 35 家建立了工会组织，威海市总工会在乳

山召开了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工会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1995 年，市总工会办公

机构设基层工作部、财务部、办公室，下设职工技术协会办公室、工人文化宫

2个事业单位。全县工会会员 38473 人，占职工总数的 75%；工会基层组织 363

个；工会专职干部 76 人。

乳山市(县)历次职工代表大会

第一次 1951 年 6 月 12 日召开，出席代表 46 名，冯曰浩当选为县总工会

主席。

第二次 1952 年 11 月 2 日召开，出席代表 57 名，选举产生第二届总工会

执行委员会委员 15 人，王昭俄任主席。

第三次 1957 年 4 月 25 日召开，出席代表 70 名，选举产生第三届总工会

委员会委员 17 人，其中常委 5人，王旭昶任主席。

第五次 1964 年 5 月 7 日召开，出席代表 96 名，选举产生第五届总工会

委员会委员 19 人，王昭俄任主席。

第六次 1973 年 4 月 15 日召开，出席代表 161 名，选举产生第六届总工

会委员会委员 25 人，丁隆潭任主席。

第七次 1980 年 3 月 16 日召开，出席代表 400 名，选举产生第七届总工

会委员会委员 27 人，其中常委 9人，丁隆潭任主席。

第八次 1984 年 6 月 13 日召开，出席代表 413 名，选举产生第八届总工

会委员会委员 25 人，其中常委 5人，姜喜芹任主席。

第九次 1988 年 4 月 22 日召开，出席代表 300 名，选举产生第九届总工

会委员会委员 26 人，其中常委 9人，姜喜芹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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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 1994 年 5 月 18 日召开，出席代表 263 名，选举产生第十届总工

会委员会委员 27 人，其中常委 9人，姜喜芹任主席(会后，因工作变动，姜成

祥于 1994 年 12 月接任主席)。

〔注〕工会代表大会原由烟台地区统一安排届次。1959 年各县召开第四次

工代会时，乳山县建制已撤销。

主要活动

职工思想政治教育 各级工会组织紧密围绕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

务，开展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50 年代，主要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

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进行总路线、总任务教育，激发职工开展爱国主义劳动

竞赛的积极性；60 年代，主要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教育，进行阶级教育和

学雷锋精神教育，提高职工当家做主人的思想观念；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

主要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教育，促进职工解放思想，提高分清

路线是非能力；80 年代，主要进行理想、纪律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使广

大职工增强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进入 90 年代，主要进行“双基”(�基本路线、基本原则)教育，改革开放的形

势教育，主人翁与市场经济的教育，�特别是“忆十年，话改革”的形势教育，

进一步提高了广大职工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积极参与企业改革及企业民主管理的

意识，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

职工民主管理 1952 年，依靠组织力量，解决了十区“工商联”织布厂、

四区“公义”缫丝厂百般阻挠工人参加工会，克扣工人待遇，不许工人参加业

余学习等问题，提高了广大职工的民主管理意识。60 年代始，全县工交、财贸

等系统的企业先后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对企业行使民主管理权力。“文化大

革命”期间，企业民主管理制度遭到破坏。1973 年恢复总工会以来，企业民主

管理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1980 年，全县建立职代会 98 个，占应建职代会的

80%。广大职工以主人翁姿态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发挥应有作用。1989 年，

县造锁总厂的职工民主管理形成了体系网络化、工作制度化、行使职权程序化，

威海市总工会在乳山召开了工会民主管理经验交流现场会。同时，组织广大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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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习贯彻《工会法》《劳动法》，大力开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活动，进入 90

年代以来，先后纠正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违法合同条款 100 多起。至 1995 年，

全市共建职代会 264 个，占应建职代会的 96%。

职工劳动竞赛 1952 年，各级工会组织提出“以工厂为战场，以机器为刀

枪”的口号，开展增产节约竞赛运动，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964 年

以后，开展以“五好”为目标的“比、学、赶、帮、超”活动。1973 年，县总

工会恢复以后，开展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生产竞赛活动，涌现出一大批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1985 年以后，工会组织围绕“当改革主力，为四化立功”，

发动全县职工开展“双增双节”(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和“八赛(赛经济效益、

产品质量、�新产品开发、技术进步、管理进步、优质服务、安全生产、扭亏增

盈)、“八比”(比利税增长、质量稳定提高率、新产品产值率、技术水平提高程

度、资金周转和费用、市场信誉遵纪守法和销售额、现场管理文明生产、扭亏

及利润增长和财政收入率)、�创“八杯”(创效益、质量、品种、管理进步、技

术进步、优质服务、安全、奋发杯)以及“兴乳立功”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举

办“质量、品种、效益年”成果展览，调动广大职工争先创优的积极性。至 1992

年底，全县职工提合理化建议 4891 条，被采纳利用 1910 条，为企业节约资金

达 158.4 万元。在威海市劳动竞赛总结评比中，�获“质量、品种、效益年”成

果展览一等奖，获各种奖杯 23 个。1993 年，铜锡山金矿动力二班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先进集体称号，市工艺品集团工业公司、山东中鲁果汁食品公司

被表彰为山东省“富民兴鲁”先进集体。1993 年后，全市工会组织继续开展以

“赛技术、赛创新、赛质量、赛效益”为内容的“兴乳立功”社会主义劳动竞

赛，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全市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年，市总工会

在连续多年获威海市先进单位称号的基础上，被表彰为“山东省工会工作先进

单位”。

建国以来，全市(县)获地级以上劳动模范称号的有 120 名。其中，全国劳

动模范 2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 名，部级劳动模范 5名，省级劳

动模范 27 名，厅级劳动模范 4名，地级劳动模范 8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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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文体活动 县工会组织建立以来，重视开展职工的文化体育活动。1982

年 7 月 1 日，县总工会办公楼竣工使用后，扩大了职工图书室、阅览室、游艺

室、讲座室。80 年代末开始，在基层工会组织中扎扎实实地开展“建家升级”

活动，1990 年底统计，全县 25%以上单位被评为威海市先进“职工之家”，进一

步增强了工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1993 年，市总工会与各基层工会组织通力协

作，精心组织了从“七·一”到“十·一”长达 3个月的“职工消夏晚会”，内

容有演唱、舞蹈、体育、武术、电影等。1994 年，乳山市工人文化宫成立，建

筑面积 2907.36�平方米，设有演出厅、图书室(藏书 15656 册)、阅览室等。是

年，制丝厂等 4家企业职工俱乐部受到威海市总工会表彰。1995 年，与有关部

门联合开展企业文化周及职工读书活动，丰富了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年，

全市有优秀基层工会图书室 76 个，其中地级以上 11 个。为推动职工体育运动

普遍开展，乳山市(县)总工会经常举办职工运动会和专项比赛。

第三节 职工劳动模范协会

1993 年 8 月，全市各级劳动模范自愿联合成立乳山市职工劳动模范协会。

�共有会员 148 人，设名誉会长 2人，会长 1人，副会长 7人，秘书长 1人。�

协会设权益维护组、宣传研讨组、科技评议组和经费管理组。协会成立以后，

围绕加强职工劳动模范队伍建设，维护职工劳动模范合法权益，宣传职工劳动

模范先进事迹，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第二章 农(渔)民团体

第一节 农民协会

1927 年春，国民党左派于洲、于寿堂等人在司马庄一带，举办农民夜校，

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和三民主义。年底，农民协会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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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所、夏村一带，会员逾万人。1928 年 6 月 17 日，农民协会在驾马沟村举

行武装暴动，�号召农民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平分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

当即捣毁司马庄、夏村、海阳所 3个国民党区公所，随后两次攻打海阳城未果。

暴动失败后，反动政府和地主豪绅相互勾结，四处搜捕农协会员，有 13 名农协

会员惨遭杀害。至 1929 年春，各村农民协会组织相继解散。(参见第九编第七

章第一节)

第二节 渔民联合会

1930 年，以宋潮文(字聚五，南泓村人)为首，发动沿海渔民数千人，自发

组织起渔民联合会，并推举宋潮文为会长，姜国元为副会长。进行反对渔霸压

迫和官府苛捐杂税的斗争。1931 年 3 月 20 日，渔民联合会攻打帽山、石孤庙，

�解除了反动民团的武装，活捉了区长姜德三和民团团长赵文贤，取消了土豪劣

绅包办渔税的不法条律。后与国民党官府和军阀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40 年 4

月，�宋潮文被反动官府杀害，渔民联合会失去领导，逐渐解散。(参见第九编

第七章第一节)

第三节 农民抗日救国会

1941 年 8 月，牟海县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救会)成立，王志甫任会长，

�受牟海县各救会领导。是年，各区、村农救会组织相继成立，至 1945 年，全

县会员发展到 50102 名。抗日战争时期，县农救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带领

农民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和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待遇的活动。抗日战争结束

后，县农救会积极参加土改复查、参军支前和大生产运动。1950 年，在县农救

会的基础上成立县农民代表会(简称农代会)，凡雇农、贫农和中农一律为农代

会会员，全县共有会员�93699 名。县农代会由 21 人组成，设正副主任各 1人。

�各级农代会带领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农业互助活动，并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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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3710.8 万元(旧人民币)，粮食 25.5 万公斤，花生果 23.4 万公斤，花生仁

1.8 万公斤。1953 年县农代会撤销。

第四节 贫下中农协会

1964 年 12 月，在毛泽东主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思想指导下，乳山

县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成立，继而各公社贫协组织先后成立，生产大队设

贫协委员�1 人，生产小队设贫协代表 1人。贫协组织成立之后，对推动农村工

作的开展，协助和监督干部搞好各项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

1968 年 8 月 20 日，召开首次乳山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出席代表 760 人，

选举产生乳山县第一届贫下中农协会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时期，组织“贫下

中农宣传队”和“贫下中农管理小组”，进驻学校和商业部门，一度出现“贫管”

权力至上的局面，学校及商业单位的正常工作受到影响。1971 年 11 月 26 日，

召开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出席代表 703 人，选举产生乳山县第二届贫下

中农协会委员会，由 39 人组成。1976 年，由县贫协组成工作组，对北部 8 个

公社进行阶级成份复议工作，从中农中划出部分下中农，扩大贫下中农队伍。

1977 年，全县有会员�9.�8�万人。1978 年，县贫协组织停止工作，翌年正式撤

销。

第三章 青少年团体

第一节 青年抗日救国会

1941 年 3 月，牟海县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成立，林斌任会长，�

隶属县各救会。下设区、村青救会，农村男性青年大多入会。1945�年，全县有

青救会员 17201 名。县青救会带领广大青年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各区青救

会员中的积极分子组成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配合区武委会参加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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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斗争。抗日战争结束后更名为青年救国会。县青救会在组织广大青年参加

土地改革、参军参战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 年 3 月，县青救会组织撤

销。

第二节 儿童抗日救国团

1942 年牟海县全境解放后，各村普遍建立儿童抗日救国团，受青救会和学

校双重领导。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员肩扛红缨枪，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

捉汉奸，传递信件，并开展拥军优属和教家庭妇女识字的“小先生”活动等，

为抗日救国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至 1945 年，全县有儿童团员 49314 名。1946

年后，�在土改运动和反国民党武装特务颠覆活动中，儿童团员积极参加斗地主、

捉特务等活动。建国后，县儿童团组织撤销。

第三节 共产主义青年团

组织建立与发展 1948 年 1 月，乳山县试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简称

青年团)组织。1949 年 3 月，正式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乳山县工作委员会，

迟殿臣任书记。是年 10 月，各区团委成立，当年发展团员 5000 余名，建立基

层团支部 147 个。1950 年 3 月，召开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团县委。

团县委机关设组织部、�宣传部和少年儿童部�(1956 年改称学校少年部)。1951

年，团县委在全县 15 个行政区设基层委员会。1957 年 5 月，中国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1962�年，在大的企事业单位设

基层团委，农村、学校、机关、企业基层单位均建立团支部，全县有团员 16682

人。“文化大革命”初期，共青团组织活动处于停顿状态。1968 年 3 月，县革

委成立政治部群工组，共青团工作归于群工组。1971 年 8 月，县革委筹备召开

县团代会(即第七次团代会)，恢复共青团乳山县委员会。至 1995 年，团市委设

基层工作部、学校少年部、办公室，有工作人员 7人；全市有基层团委 6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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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总支 45 个，团支部 1286 个，团员 13030 人，团专职干部 63 人。

乳山市(县)历次团员代表大会

第一次 1950 年 3 月召开，出席代表 128 名，选举产生第一届团县委，初

瑞钦任书记。

第二次 1951 年 5 月召开，出席代表 190 名，选举产生第二届团县委，委

员 19 人，初瑞钦任书记。

第三次 1953 年 3 月召开，出席代表 233 名，选举产生第三届团县委，委

员 15 人，于占海任书记(会后，因工作变动，杨国彬于 1953 年 7 月接任书记)。

第四次 1956 年 8 月召开，出席代表 385 名，选举产生第四届团县委，委

员 21 人，杨国彬任书记(会后，因工作变动，于坤梓于 1957 年 10 月接任书记)。

第五次 1962 年 3 月召开，出席代表 578 名，选举产生第五届团县委，委

员 21 人，杜荣富等任副书记。

第六次 1963 年 4 月召开，出席代表 350 名，选举产生第六届团县委，委

员 21 人，杜荣富等任副书记(会后，因工作变动，郭凤敏于 1966 年 5 月任书记)。

第七次 1971 年 8 月召开，出席代表 700 名，选举产生第七届团县委，委

员 27 人，其中常委 9 人，王云山任书记(会后，因工作变动，焉振才于 1973

年 12 月接任书记，谭德秀又于 1976 年 9 月接任书记)。

第八次 1979 年 3 月召开，出席代表 909 名，选举产生第八届团县委，委

员 29 人，其中常委 4人，刘同占任书记。

第九次 1982 年 2 月召开，出席代表 507 名，选举产生第九届团县委，委

员 21 人，其中常委 7人，毕庶强任书记。

第十次 1984 年 12 月召开，出席代表 501 名，选举产生第十届团县委，�

委员 19 人，其中常委 6人，丛三日任书记。

第十一次 1988 年 1 月召开，出席代表 350 名，选举产生第十一届团县委，

委员 19 人，其中常委 6人，丛三日任书记(会后，因工作变动，高玉山于 1988

年 2�月接任书记)。

第十二次 1991 年 4 月召开，出席代表 350 名，选举产生第十二届团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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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21 人，其中常委 5人，张红卫任书记。

第十三次 1994 年 4 月召开，出席代表 295 名，选举产生第十三届团市委，

委员 27 人，其中常委 7人，曲华良任书记。

主要活动 各级团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

充分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中去。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有 270�名团员参加了解放军。在农业合作化

运动中，全县成立了 1046 个青年突击队。1963 年 3 月，团县委组织全县团员、

青年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成立学雷锋小组 2300 余个，义务劳动、为

群众做好事蔚然成风。1964 年，全县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广大团员、青

年的思想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

1978 年后，团县委组织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队)”和创办“青年之家”

活动，乳山金矿团支部被团中央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队”称号，育黎公社团

委书记宫建萍、县燃料公司职工杨洪兰、西峒岭村农民姜爱莉获“全国新长征

突击手”称号。全县共建“青年之家”510 处，1980 年 12 月，烟台团地委在乳

山召开农村青年之家现场观摩会。1981 年，各级团组织带领团员青年开展“五

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动 15 万名青少年参加清扫环境卫生、营造青年林、为

老干部送温暖、为群众义务修理等做好事活动。1986 年后，团县委组织团员、

青年开展“为振兴乳山建功立业”活动，制丝厂团支部在组织团员青年开展争

夺“银丝杯”活动中，成功缫制出 5A 级优质丝，填补省内空白。在中学开展的

“奋飞之鹰”活动中，有 6个主题活动获省级优秀奖，197 名学生获“奋飞之

鹰”奖。

1988 年后，团县委强化“服务于经济建设、服务于青年利益”的意识，先

后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青年企业家协会、农村青年致富技术服务协会、

青年书画摄影协会等组织，与体改委、经委、农委、乡镇企业局等部门联合表

彰了 41 名优秀青年厂长(经理)、49 名农村青年致富能手。徐家乡通用机械厂

姜林亭被团中央、国家科委授予“全国农村青年星火带头人”称号。还举办了

乳山县首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农村青年之家篮球赛、青年集体婚礼、评选乳山



“十大青年新闻人物”等活动。在发动团员青年开展的“立足本职创一流，争

夺七五功勋杯”竞赛活动中，有 194 名青年获“七大能手”称号；技术革新成

果 5000 多项，其中有 5项受到团省委、省经委表彰，团县委获山东省“七五功

勋杯”奖。白沙滩镇团委书记焉举鹏被团中央、林业部和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

“全国青年绿化祖国突击手”称号。在加强团的自身建设中，团县委在全县团

支部中开展争创“四好”(思想工作好、组织工作好、文体活动好、经济活动好)

团支部活动，在团员中开展“学团章、唱团歌、戴团徽、用团证”活动，积极

吸收优秀青年入团，推荐优秀团员入党，推荐优秀团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在开

展的“中学生争做山东未来建设者”实践教育活动中，有 8个主题活动获省级

优秀奖，4人获省级最佳指导者称号。1989 年，�团县委获“全省青少年学雷锋

11

先进集体”称号，崖子镇河南钟家村钟敬奎获全国“敬老好儿女金榜奖”。

1991 年后，团县委组织团员青年开展了“为乳山腾飞青春立功”“学雷锋

青年志愿者”活动和以“同献一份爱心，共铸人生希望”为主题的“希望工程”

活动。建筑公司获省级青年全优岗称号，制丝厂团委、威美集团团委获省级“青

春立功”活动先进集体称号，白沙滩镇青年绿色植被工程被授予省级“共青团

工程”，有 15 人获“山东省农村青年星火带头人”称号，4�人获省级“青年志

愿者先进个人”称号。1995 年 5 月 3 日，团市委隆重表彰了“乳山市十大杰出

青年”。

1978～1995 年，全市(县)共涌现出各种类型先进团支部 1216 个，新长征

突击手 2010 人。其中受到地级团委表彰的先进团支部 56 个，新长征突击手 206

人；�受到省级团委表彰的先进团支部 12 个，新长征突击手 16 人；受到团中央

表彰的新长征突击手 4人。

第四节 少年先锋队

1949 年底开始筹建中国少年儿童队，1950 年正式在各学校建立，由团县委

领导。1954 年更名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每所小学设大队，教学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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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各班学习小组设小队。有组织章程、队旗、队歌、队礼。队员以佩戴红

领巾为标志。50 年代，少先队组织先后开展了“今天是红领巾，明天是红旗手”

和“除四害、讲卫生”及“植树造林”等活动。60 年代，少先队组织先后开展

“学习刘文学”和“向雷锋叔叔学习”等活动，促进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少先队组织被“红小兵”组织取代，参与“革命大批判”、

除“四旧”及“学黄帅、批师道尊严”等活动。

1978 年 1 月，恢复少先队组织。少先队在辅导员的指导下，先后开展了“从

小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及“爱祖国、爱人民、爱科

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等活动。1986 年 12 月，乳山县少先队第一次代

表会议召开，会议通过成立中国少年先锋队乳山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少工委，由

团县委领导)，少先队工作进一步加强。此后，少工委围绕培养少先队员的共产

主义思想品德，紧密结合教学工作，以“为队旗增艳，为乳山增辉”为主题，

先后开展了“全县少先队鼓号队大检阅”“全县少年儿童艺术节”“学赖宁，做

好革命接班人”事迹报告会、故事大王比赛和板报现场设计比赛以及“知我家

乡爱我家乡”万人夏令营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1987 年在全国少工委开展的

“勤巧小队”活动中，获全国优秀活动奖 11 个，二等奖 28 个；1988 年在省少

工委开展的争创“金星大队”活动中，获省“金星大队”奖 12 个，在全省“万

枚小金星”活动中，获省级优秀活动集体奖 24 个，获“小金星队员”奖 199

人；1989�年在省少工委开展的“为了人民利益”的主题活动中，获省级“功勋

大队”奖 2个。县少工委于 1989 年和 1990�年连续两年被山东省少工委命名为

“少先队工作红旗单位”。

1990 年 4 月 21～22 日，乳山县少先队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是年始，�在

少先队员中开展了“学赖宁，做党的好孩子”和争戴“少先队劳动奖章”活动，

2个少先队大队获省级学赖宁优秀奖，4名少先队员获省级学赖宁奖章，50�名

少先队员获省级少先队劳动奖章。寨前区小少先队员于学杰于 1991 年被评为

“全国百名好少年”，并被全国少工委授予“学赖宁荣誉奖章”。1993 年 6 月 17～

18 日，�乳山县少先队第三次代表会议召开。此年始，市少工委组织带领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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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员开展了争做“卫生小天使”和“少先队技能达标竞赛”及“少先队素

质教育达标争章竞赛”等活动，市第一实验小学五·一中队被全国少工委授予

“国旗中队”，另有 2个中队被省少工委授予“国旗中队”，有 5名少先队员被

评为“山东省好少年”，7名少先队员被授予省级“小能手”称号。1993 年、1994

年，市少工委连续两年被山东省少工委授予“少先队工作红旗单位”称号。1995

年，全市下设 16 个镇少工委，131 个少先大队，1128 个少先中队；共有少先队

员 44355 名，占适龄少年的 87%；�有少先大队专职辅导员 4名，兼职辅导员 127

名。

第四章 妇女团体

第一节 妇女抗日救国会

1938 年 3 月，凤凰崖村建立了境内第一个妇女抗日救国会(简称妇救会)，

�时为胶东地区最早的妇救会组织。1941 年 4 月，牟海县妇女代表会召开，牟

海县妇救会成立，丛理明任会长，隶属县各救会。1942 年，全县各村普遍建立

妇救会组织，妇救会内设青年妇女队(简称青妇队)，为妇救会之骨干。1944 年

底，全县有妇救会员 64097 名。抗日战争时期，妇救会发动妇女送子、送郎参

军；�组织妇女纺纱织布，缝军衣，做军鞋支援前线。全县妇女共为军需纺纱

75 万公斤，织布 24 万匹。1945 年底，妇女抗日救国会更名妇女救国会。解放

战争时期，母送子，妻送郎参加解放军 6923 人。许多青年妇女参加担架队，转

送救护伤员，搞好后方生产。全县有 21 名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献出生命，成为乳

山县第一代妇女英烈。1949 年 10 月，县妇女救国会随县妇女联合会的建立而

撤销。

第二节 妇女联合会

组织建立与发展 1949 年 10 月，在妇救会的基础上成立乳山县民主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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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肖淑轩、蔡戎杰先后任主任。1958 年 5 月更名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

区、乡、�镇和村普遍设立妇女代表会(简称妇代会)。“文化大革命”初期，各

级妇女组织被迫停止工作。1971 年，妇女组织开始恢复，县妇女联合会改称县

妇女代表会，1975 年又复称妇女联合会。1992 年，在县直机关企业主管部门设

立妇女委员会 30 个。1995 年，市妇联机构设权益部、基层部、办公室，有工

作人员 7名。全市有专职妇女干部 46 名。

乳山市(县)历次妇女代表大会

第一次 1951 年 2 月召开，出席代表 250 名，选举产生第一届执行委员会

委员 10 人，张月卿任主任。

第二次 1952 年 12 月召开，出席代表 250 名，选举产生第二届执行委员

会委员 17 人，张月卿任主任。

第三次 1954 年 12 月召开，出席代表 260 名，选举产生第三届执行委员

会委员 25 人，张月卿任主任(会后，因工作变动，冷作文于 1955 年 10 月接任

主任)。

第四次 1956 年 2 月召开，出席代表 258 名，选举产生第四届执行委员会

委员 25 人，冷作文任主任。

第五次 1962 年 12 月召开，出席代表 377 名，选举产生第五届执行委员

会委员 21 人，邹积军任主任。

第六次 1973 年 12 月召开，出席代表 752 名，选举产生第六届执行委员

会委员 49 人，张福兰任主任。

第七次 1980 年 4 月召开，出席代表 800 名，选举产生第七届执行委员会

委员 39 人，张福兰任主任。

第八次 1984 年 9 月召开，出席代表 450 名，选举产生第八届执行委员会

委员 29 人，其中常委 5人，刘玉华任主任。

第九次 1989 年 4 月召开，出席代表 351 名，选举产生第九届执行委员会

委员 29 人，其中常委 5人，刘玉华任主任。

第十次 1994 年 5 月召开，出席代表 279 名，选举产生第十届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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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36 人，其中常委 7人，刘玉华任主任。

主要活动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50 年代初，在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各

级妇女组织大力宣传提倡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强迫、买卖、欺骗婚姻，支持

寡妇带产改嫁。此后，维权工作内容逐步扩大到婚姻、家庭、工作和学习方面。

1984 年，县妇联正式成立妇女儿童权益部，次年 3月，成立妇联法律顾问处，

�积极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与歧视、虐待、残害妇女和儿童的违法犯罪行

为作斗争。进入 90 年代，通过在全县妇女中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和广播讲座，认

真处理妇女来信来访，使广大妇女的维权法律意识明显增强。1992 年，县妇联

获省妇联系统信访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至 1995 年，市妇联共受理关于拐卖妇女、

儿童，虐待妇女、儿童、老人及干涉子女、老人婚姻等方面问题的案件 260 余

件，结案率为 100%。

参与经济建设 50 年代，妇联组织发动广大妇女走出“三台”(锅台、磨

台、碾台)，同男子一样参加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并订立“增产爱国”

公约，开展生产竞赛活动。1954 年 3 月，全县 448 名青年妇女响应党的号召，

奔赴新疆参加建设。1958 年统计，全县农村妇女正半劳力�95049�人，�常年出

勤参加农业生产者 76342 名，占劳力总数的 80%，不少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行

家里手，�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此后，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到工业、商业等各行

各业生产中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县妇联发动全县妇女积极投身

于经济建设。1980 年 4 月，�召开全县妇女多种经营技术表演大会，参赛能手

200 名，比赛项目 16 种，展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风彩。1987 年以来，发动全县

17 万农户发展庭院经济，并于 1989 年获威海市此项工作评比第一名。进入 90

年代，广大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参与经济建设热情进

一步高涨，市(县)妇联在农村妇女中开展“双学、双比”(学文化、学技术、比

成绩、比贡献)、争当十项能手竞赛活动，95%的妇女掌握了 1～2门致富实用技

术，345 名妇女获“女农民技术员”证书。�在厂矿企业妇女中开展“巾帼建功”

竞赛活动，妇女参与率达 98%。1993 年，市妇联获山东省“‘双学双比’竞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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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先进协调小组”称号。至 1995 年，全市涌现出“双学双比”和“巾帼建功”

先进集体 500 个，“双学双比”和“巾帼建功”能手 750 名；其中获威海市以上

妇联组织表彰的先进集体 37 个，能手 173 名，海阳所镇双峰庄村迟增英获省级

“科技女状元”称号。

家庭文化建设 70 年代末，县妇联开始进行评选“五好家庭”活动。1993

年后，活动不断深化，市妇联在广大家庭中开展了以“四进家”(�科学文明健

康生活方式进家庭，达到家家美；文化科技教育进家庭，达到家家富；文体娱

乐艺术进家庭，达到家家乐；法律知识、法制观念进家庭，达到家家安)�为主

题的家庭文化建设活动，举办了全市特色家庭技艺展，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1995 年，全市评出“五好家庭”11.9 万户，标兵户 120 个，特色

家庭 100 个，“好媳妇”等“八好”人物 1.1 万人，教子有方好家长 116 名。

1978～1995 年，全市(县)共获表彰的“三八红旗集体”416 个，其中受地

级以上妇联表彰的 42 个；“三八红旗手”5500 个，其中受全国妇联表彰的 4名，

�省级妇联表彰的 34 名，地级妇联表彰的 112 名。市(县)妇联于 1988 年、1989

年、1994�年获山东省“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第五章 工商界团体

第一节 商人抗日救国会

1942 年 2 月，牟海县商人抗日救国会(简称商救会)成立，受牟海县各救会

领导。是年 6月，会长潘秋圃被国民党军秦毓堂部杀害，商救会组织活动中断。

1945�年重建乳山县商救会，办事机构由 4人组成。随后各区商救会相继成立。

�商救会组织商界人士积极参与发展乳山商业，采购物资，保证供给，调解商界

纠纷，协助政府取缔非法商人等工作。1950 年，县商救会由县工商业联合会取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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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工商业联合会

1950 年，夏村、白沙滩、南黄、冯家、育黎 5 个区成立工商业联合会(简

称工商联)。1951 年，午极、崖子、海阳所、乳山寨 4个区工商联亦相继成立。

1954 年 9 月，区级工商联撤销。是年 12 月，乳山县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成立，

由 11 人组成，设专职干部 4人。1957 年 9 月 27～30 日，召开第一届工商联代

表会议，出席代表 120 人，�列席代表 14 人。会议传达贯彻山东省工商联第二

届代表大会决议；听取筹委会工作报告；通过《乳山县工商联组织简则》；宣布

乳山县工商联正式成立；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执委会由 31 人组成，其中由

11 人组成常务委员会。1963 年 6 月 1～2�日召开第二届工商联代表会议，出席

代表 30 人，列席代表 7人。�会议选举产生新的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1966

年 5 月～1992 年 2 月，县工商联组织停止活动。1992 年 3�月恢复时，设副主

任委员 1人，工作人员 2人。1993 年 7 月 10�日召开乳山市工商联第三届代表

大会，出席代表 98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工作报告；通过了大会决议，选举产

生了新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11 人。

1954 年县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建立之后，带领全县私营工商业者热爱祖国，

守法经营；做好非公有制经济界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协助县委、县政府完成

了对县内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62 年以后，工商联组织在全县工商业

者中广泛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了广大工商业者走社

会主义道路，合法经营，为群众服务的自觉性。“文化大革命”时期，工商联组

织被取消。1992 年�3 月工商联组织恢复后，积极参与市(县)政府经济、社会决

策的政治协商；做好非公有制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推荐工作；向会员宣传国家

政策，进行爱国、敬业、守法教育；向广大个体工商业者提供市场、技术、商

品等信息；同时加强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世界各国工商社团经济界人士

的联系，促进了全市(县)与海内外的经济、技术和贸易合作的发展。至 1995

年，乳山市工商联合会有会员 3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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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个体劳动者协会

1984 年 4 月 29 日，乳山县个体劳动者协会(简称个体劳协)成立，�随后各

乡镇先后成立了分会。是年底，全县有会员 850 人。1986 年 7 月召开第一届代

表会议，选举县个体劳协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1988 年 7 月召开第二届代表

会议，出席代表 208 人，代表 11264 户工商户，15551 名会员。会议通过了《乳

山县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新的协会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

县个体劳协成立后，组织会员学习各级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教

育会员树立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依法经营，主动缴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发动会员开展争当“信得过营业户”“先进个体劳动者”

等活动。1985 年，全县有 278 户个体商户被评为“信得过营业户”。个体劳协

在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推动商品生产，方便群众生活，促进国营、集体工商业

改善经营作风以及安排劳动就业和稳定社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1990 年，

参加威海市个体劳协举办的“个体劳动者法律和职业道德知识竞赛”，获第一名。

同年，全县会员为第十一届亚运会捐款 9000 元，为乳山电视台建设捐款 15019

元。1995 年，个体劳协会员共向学校、敬老院捐款 1.8 万元，向市精神文明暨

见义勇为奖励基金捐款 2.7 万元，向为残疾人献爱心活动捐款 4万多元，购买

国库券 120 万元，为发展电力事业集资 23 万元。在学雷锋、讲文明、树新风活

动中，共有 1000 多名会员走上街头和军营，提供服务 3100 人次，义务修理各

种电器 350 多件。1993～1995 年，个体劳协连续被山东省工商系统、省个体劳

协评为先进单位。

第六章 其他团体

第一节 中苏友好协会

1950 年 7 月 1 日，乳山县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下设 14 个区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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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个乡支会，639 个村支会，45 个完全小学支会，共有会员 128780 名，占全

县总人口的 33.6%。会员持会员证，佩戴会章。县中苏友好协会在上级协会的

直接领导下，通过报告会、图片展览、放映幻灯等形式，对会员进行国际主义

教育，学习苏联工业、农业、科技诸方面的先进经验。1958 年 10 月，县中苏

友好协会随撤县撤销。

第二节 抗美援朝分会

1951 年 4 月 16 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乳山分会成立，�中共乳山县委

书记王浩兼任会长。翌年 7月 19 日，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代表 500 名。

会议研究了实施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订立爱国公约、增产捐献、优待烈

军属残废军人”�3 项号令的措施。会后，全县抗美援朝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县

抗美援朝分会组织会员在全县开展保卫世界和平签名活动，共有 31 万人签名。

全县人民自愿捐献飞机大炮款 15 亿元(旧人民币)，广大妇女赶做慰问袋 6897

个，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1953 年，该分会随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而撤销。

第三节 科学技术协会

1956 年 11 月，乳山县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隶属中共乳山县委文教部，

负责县内科普工作。1962 年更名乳山县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归属县农业

局。是年，县科协设农业科学和医药卫生两个学组，15 处公社也先后成立了科

协组织。时全县有会员 189 名，其中农科 55 名，工科 4名，理科 79 名，医药

卫生 51 名。“文化大革命”时期，科协组织被撤销。1980 年 8 月，乳山县科学

技术协会重新建立，至 1982�年，相继成立 8 个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全县共有

学会会员 953 人。1985 年，县科协被中国科协授予“全国农村科普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是年，各乡、镇科协组织普遍建立。1986 年，各乡、镇又先后建立

了粮油、果业、蔬菜种植、水产养殖、禽畜养殖等各类农民专业技术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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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县科学技术学会被山东省科协表彰为先进集体。县科协根据生产需要经

常举办各类科技培训班和进行科技咨询活动，开展学术交流和科学技术推广等

活动。1990 年，县科协主任谭文政被中国科协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是年

后，各级科协组织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开展为“科技兴乳”出力献策活动。

至1995年，全市共建立10个自然科学专门学会，89个农民专业技术研究会�(其

中市级 9个)，共有会员 9978 名。市科协主任宫照堂被中国科协授予“全国农

村科普先进工作者”称号。(有关工作参见第二十二编)

第四节 归国华侨联合会

1979 年 11 月，乳山县第一届归国华侨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代表 23 人，会

议选举产生第一届侨联委员会，由主席 1人、副主席 2人、委员 7人组成。198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华侨代表会议，出席代表 130 人，选举产生由 23�人

组成的第二届侨联委员会，其中常务委员 7 人。1985 年 6 月 15 日，召开第三

届华侨代表会议，出席代表 87 人，选举产生由 23 人组成的第三届侨联委员会，

其中常务委员 7 人。1990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华侨代表会议，出席代表

72 人，列席代表 20 人，会议听取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学习全国侨联章程；

选举产生由 19 人组成的第四届侨联委员会，其中常务委员 9人，主席、副主席

各 1人。

1988 年 4 月统计，全县有归国华侨 168 人。乳山县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以

来，根据全国侨联章程，通过走访、开座谈会等形式，向归侨、侨眷宣传中国

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落实侨务政策，并多方筹措资金，扶持家庭

困难的归国侨眷脱贫致富。1986 年后，县侨联先后办起乳山县华侨服装厂、乳

山县华侨服务公司、乳山县侨联经贸发展公司 3个侨属企业，安排 50 多名侨属

和归国侨眷子女就业。�为了提高归国华侨和侨眷的政治地位，侨联组织先后推

荐了 6�名归侨当选为县人大代表。归国女华侨宋英彩，连续被选为第十、十一、

十二届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推荐了 15 名归侨侨眷当选为县政协委员。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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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侨联组织发动全市(县)归侨开展与海外侨友的联谊活动，加强了海外侨

胞与家乡的感情沟通。

第五节 侨友联谊会

境内有旅居海外侨胞 3300 余人，分布于美国、加拿大、英国、俄罗斯、新

加坡、葡萄牙、日本、韩国、香港等 21 个国家和地区。为加强同海外侨胞的联

络，1991 年 10 月 3～5 日，县委、县政府于县城召开首届一次侨友联谊会，与

会侨胞 30 人。会议通过了《侨友联谊会章程》，选举王建智为侨友联谊会会长，

王基(旅美侨胞)、辛季先(旅美侨胞)，秦嗣宣(旅美侨胞)、李爱明(澳胞)、张

鸿川(台胞)、徐京阳(�港胞)、王建明、马述本为副会长。1992 年 10 月 3～5

日，�于县城召开首届二次会议，与会侨胞 113 人。会议增选王同江、卢显焕(韩

国友人)为副会长，�并决定在美国、香港、台湾、韩国设立侨友联谊会四个分

支机构。至此，乳山县侨友联谊会共有会员 120 人。会议期间，组织侨胞参观

了乳山城区、金岭经济开发区、�银滩旅游区和乳山工业产品展览，并进行了经

贸洽谈。

1993 年 8 月 8～10 日，在县城召开首届三次会议，与会侨胞 230 人。�会

议期间，组织与会人员参观了乳山市工业产品大展，共签订引进外资和合资、

合作协议合同 39 个。

1994 年 9 月 8～10 日，于乳山侨友会馆召开二届一次侨友联谊会，出席会

议的来宾 270 人，其中外宾 168 人。会议选举于建成为会长，王基、徐京阳、

秦嗣宣、卢显焕、刘恒修、王建明、宋荣、代尔·柯兰德(美国友人)、赵建民(港

胞)、龙启明�(旅韩侨胞)、朱明华、于良仁、姜允新为副会长。会议期间共达

成经贸合同、协议 18 项。

1995 年 10 月 8～12 日，在韩国汉城召开二届二次侨友联谊会常务理事会

议，�韩国大企业、大财团、大商社及日本、美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工

商界驻韩办事机构的代表等 130 多人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韩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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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孙玉玺、�总领事高善海应邀到会并致词。会长于建成在会上作了乳山投资

环境说明发言。会议聘任泰国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顾问姚宗侠为乳山市侨友联

谊会名誉会长。会议期间，共签订独资、合资及“三来一补”项目协议 20 多个。

第六节 残疾人联合会

1990 年 5 月 7～8 日，乳山县首届残疾人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128

名，选举产生由 45 人组成的首届乳山县残疾人联合会(简称残联)，主席 1人、

副主席 6人。会议审议通过了《乳山县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实施〈中国残疾人联

合会章程〉细则》。1992 年，各乡、镇残疾人联合会相继成立。1993 年 3 月，�

召开第二届残疾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代表 160 人，选举产生主席 1人，执行

理事 3人。

县残联成立以来，致力于筹办残疾人的康复等福利事业，协调社会各界安

排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1992 年，为加强聋儿听力语言训练，建立了“乳

山县聋儿听力语言训练中心”，并成立了残疾人用品用具供应服务公司。至 1995

年底，全市在各福利企业、县以上全民、集体单位就业的残疾人及残疾人个体

劳动者有 2704 名，占有劳动能力残疾人总数的 42%。

第七节 台属联谊会

1988 年 10 月，乳山县台属联谊会成立，设会长 1 人，副会长 3 人，常务

理事 8人，理事 28 人，秘书长 1人，副秘书长 3人。有团体会员 16 个，个人

会员 28 人。联谊会自成立以来，对台属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方针、政策，配

合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搞好台胞回乡探亲接待工作。先后向台胞、客商赠送《金

岭银滩--乳山》画册 150 册，《奔向 21 世纪的乳山》录像带及投资指南宣传品

280 多份，实物 250 余件，寄发信函 300 余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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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红十字会

1989 年 3 月，乳山县红十字会成立，设会长 1人，副会长 4人，秘书长 1

人，理事 30 人。时有团体会员 15 个，个人会员 10 万人。该会接受中国红十字

会和省、市红十字会的指导，自成立以来，开展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全市机

动车司机集中进行卫生救护训练，受训司机达 3000 多名；先后为遭受意外灾害

者捐助 2万余元;利用“五·八”世界红十字日纪念活动，组织人员走上街头为

群众义务咨询服务 3万余人次；发动红十字青少年走出校门为社会上的孤寡老

人做好事 80 余万件。

第九节 消费者协会

1990 年 6 月，乳山县消费者协会成立，由全县各人民团体、�有关部门及

有关方面的消费者代表组成，旨在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保护消费者利

益，指导广大人民群众消费，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协会设名誉会长、

会长各 1�人，副会长 5 人，秘书长、副秘书长各 1 人，下设 18 个分会。协会

成立以来，积极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组织会员积极参与“消费者满意单

位”的评选活动。至 1995 年，共解答消费者咨询 1486 人次，受理消费者投诉

案件 1060 余件次，处结率达�100%，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96 万元。

第十节 计划生育协会

乳山县计划生育协会于 1987 年 11 月成立，设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

秘书长、副秘书长各 1人。有团体会员 50 个，个人会员 6.8 万人。协会成立以

来，在全县开展基层计划生育协会的组建工作，至 1995 年，共建立镇级协会

16 个，村级协会 601 个，厂矿企业协会 40 个。全市参加养老储蓄的独生子女

户达 3万多户，储蓄金额达 300 多万元。协会自 1992 年始，连续 3年被评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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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