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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庚午之秋，金风硕果，百里黄金海岸的古城即墨又迎来了收获

的季节。马年盛世，佳音频传，《即墨县劳动志》的问世，又给瑰

丽的金秋，抹上绚丽的一笔。欣喜之余，谨向为编修本书而付出辛

勤劳动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敬意和由衷的谢忱。

劳动创造了人类，人民创造了历史，劳动人民的丰功伟绩理应

彪炳千秋，流芳万代，但是历史悠悠的即墨人民在齐鲁东隅，一代

代繁衍生息，一辈辈辛勤劳作，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却没有一部关于劳动方面的志书予以记载，劳动者的历史功绩湮没

无闻，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大憾事。今逢盛世编修志

书，这是时代之需要，更是人民之愿望。

本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了即墨县建

国后劳动系统的沿革和变化。书中不仅再现了昔日即墨人民奋发

创业的艰辛历程，而且展示了今朝改革开放的崭新风姿。 浏览此

书既可追溯历史之踪迹，又可以史为镜，鉴古知今，更好地服务于

未来。

本书数易其稿，几经修正，其间得到市志办公室、档案局、统

计局等单位和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及指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为我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劳动志，无前车可鉴，加之成书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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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不足之处实属难免，诚望各界同仁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该书付印之际，编者嘱我作序，余虽知文思匮乏， 笔力不

支，但又不便推托，故此写了前面的话，不揣浅陋，聊作序言。

宝多乌寿

一九九。年十月一日



凡 例

一、《劳动志》上限起自l 945年8月(即墨城首次解放)；下

限截止1989年12月31日。

二、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

力求真实地反映出即墨劳动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主要记述即墨县工人阶级在解放后的劳动状况、生活

条件及劳动部门的业务工作。

四．凡公历年、月、日，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五、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基本上以事命题，分章、节、目、

子目四级结构，采用志、表形式，以志为主，附表其中，全书共分

七章二十八节，约l 5万字。

六、资料多属档案局、统计局提供，重要数据以统计部门资料

为准。口碑资料一般均与文字资料互相印证。

七．人物称谓均直书姓名并交代身份和职务。

八、本志稿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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