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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取事主要从一九五三年成立涪陵专员公署劳动科始，到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涪陵

地区劳动局为止。

二、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详今略古的原则，依据编写部门志的体例和要求，

首先拟定纲目，然后按图索骥，逐章、逐节、逐段编写而成。

三、本志正篇《涪陵地区劳动志》共分十章、三十九节；附篇《涪陵地区知青志》共分

九章，一十四节。

四、本志“数码"的写法，除文号年代和个别情况采用阿拉伯数字外，其余均使用汉字

数码。

五、本志主要记载涪陵地区劳动局三十多年从事劳动力调配管理、劳动就业、劳动工

资、劳动保险j劳动保护及锅炉、压力容器等工作的基本情况、经验教训，侧重反映了劳动

工资政策的制定、执行、演变，并注意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六、具体编写中，既注意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编写本志，体现其科学性、思想性的特点，

又注意尽可能保持历史和现状的本来面目，充分体现其资料性的特点。

七、本志材料，大部分录自涪陵地区劳动局三十多年的文书档案，一小部分来自各个时

期在劳动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口碑。

八、本志文体为语体文，各章皆按记述文的基本要求进行记述，力求做到追溯历史有根

据，记载现状准确，文字朴实，通俗易懂，但限于水平，时间仓促，错漏之处，在所难免，

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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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是记述的意思·修志起始于古代史官的记述，鼎盛于清朝，是我国几千年来的优良传

统。部门志是志书中的重要一类。它有别于史书而又具有历史参考价值，是一个部门的一种

实用资料全书，也是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按照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部署，本着存史借鉴、古为今用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涪陵地区劳动

局编写领导小组和编写人员，认真开展了对《涪陵地区劳动志》的编写工作。

《涪陵地区劳动志》是一本部门志。它主要是对涪陵地区劳动局业务活动、履行职能的

历史和现状进行记载的“小百科全书”，它以丰富翔实的文档资料及口碑为依据。首先如实

记述了涪陵地区劳动局三十多年诞生、合并、更名、撤销、重建的发展过程；记述了内部职

能科的设置变化；记述了内部党、团组织的建立演变；记述了各县劳动局简况及主要工作任

务。其次，全面回顾了涪陵地区劳动局三十多年在劳动力调配管理、劳动就业、劳动工资、

劳动保险、劳动保护及锅炉、压力容器等诸方面的基本工作情况和经验教训。再是，较系统

地反映了三十多年党和国家及省、地有关劳动工资政策的制定、执行、演变。简言之，《涪

陵地区劳动志》对涪陵地区劳动局三十多年主要工作、职能活动、兴衰起落，不仅作了轮廊

性的记述，而且分章、分节、分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从《涪陵地区劳动志》我们可以看到，建国三十多年，涪陵地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劳动

力调配管理，建立了一支十三万人之多、具有一定质量的职工队伍，较好地发挥了促进地区

经济建设恢复发展的积极作用；认真贯彻了党和国家劳动工资政策，职工的工资保险待遇不

断提高，生活有了显著改喾；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健康普遍受到重视，企业劳动条件
有了较大改善⋯⋯劳动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从《涪陵地区劳动志》我们又可以看到，在一九五八年前后和“文化大革命"期问，由

于“左”的严重影响，涪陵地区职工人数大增大减，城乡劳动力大进大出，引起了社会生产

和生活的剧烈波动；经济建设挤占消费、盲目扩大积累、职工工资福利增长缓慢、生活方面

积聚的矛盾突出，分配平均主义严重；片面强调革命精神，缺乏科学态度，挤掉了必不可少

的劳动保护设施，企业劳动安全设施欠帐很多，等等。建国三十多年，劳动工作也曾有过一

些失误。

从《涪陵地区劳动志》我们还可以看到，建国三十多年，涪陵地区的劳动工作也积累了

一些经验。劳动工作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范畴，与生产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必须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积极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基层服务，为群众

服务，不断适应生产建设发展的需要；要按照生产发展需要和社会需要，切实搞活、搞好劳

动力管理，以及统筹培训就业的管理工作；d-ttl据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又反作用于生产的爆



理，坚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生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使职二|二个人劳动所得

同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个人的劳动成果紧密联系，做，VrJ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奖勤罚懒，充分

发挥工资分配对经济的杠杆作用；要在生产建设I_h十分重视劳动保护和安伞工作，认真贯

彻执行安全生产方针和各项劳动安全洼规，督促、协助企业积极改进劳动条件，不断加强劳

动保护，确保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使』一了：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高涨，促

进生产的不断发展；⋯⋯。

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得好：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就过去而言。在社会主义新中国，

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每个工作人员都肩负着治理好本部门的声要职责，因而以志为鉴

的作用更广泛更重要。

《涪陵地区劳动志》是涪陵地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三年从事劳动工作的资料性书籍。

它将为本地区更好地开展劳动工作提供可资征信的历史借鉴和科学参考，也将对本地区凡热

爱劳动工作的新老同志给予较好的提示和一定的启迪。

一九八五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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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四川省涪陵地区劳动局所在地涪陵市，该市地处Jil东边远山区，位于长江和乌江的汇合

处，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气候温暖，土质肥沃，土特、矿藏、资源丰富，是涪陵地区和涪陵

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甬一b。涪陵地区劳动局办公地点位于原涪陵县城关镇现涪陵市市中区
中山西路120号(涪陵老专署院内)。

．涪陵地区劳动局是涪陵地区行政公署的劳动工作部门。劳动工作的内容多，涉及范围

广，是国民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经济和企业进行

分。地区劳动工作部门的主要职能是，沙錾遗全匡的劳动力计划

有计划地进行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管理}蝴实贯彻党的劳动
待业人员的职业技术培训和就业安置综合管理工作黟根提党和

理全区企业单位的工资、奖励，津贴以及劳动保险工作；岁坚持

政府制定的工资

“安全第一"思

第一节三十多年涪陵地区劳动工作演变

可少的组成部

社会劳动力，

做好全区城镇

政策，综合管

想，认真贯彻

涪陵地区劳动局，从一九五三年一月建立涪陵专员公署劳动科开始，伴随全国劳动工资

管理体制几次较大的变革，其所从事的工作也曾几经变迁。

一九五四年以前，当时经济生活比较活跃，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在劳动工作的管理

上也较为灵活，在劳动力管理方面，为了迅速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问题，实行了

政府介绍和自行就业相结合的方针，对失业人员采取了介绍就业、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转

业训练、还乡生产等各种办法安置；企事业单位用人也比较机动，可根据生产需要自行决定

增加职工，并在招收时经过选择录用。在工资管理方面，企业都可以因地制宜地处理工资制

度、职工升级、工资形式等方面的问题。比如当时职工升级，企业可以在上级下达的工资总

额范围内，根据生产需要自行安排；对于采用计件工资制或是计时工资加奖励制度，一般也

是由企业根据自身的条件确定。在劳动保护方面，为了切实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按照党

l

劳免和，门区项避程来部全各，规年关进行害察多有促执危监十和对格毒全三导，严尘安国指绩位除器建体成单消容。具好业，力作的较企件压工门了各条、等部得稆动炉验务取门劳锅检业，部善照期级下管弘按定上力主力彩及在努业努康以，同

企

，德

，下共促施与察导的督措全监领志，理安全接同针管的安直体

方和申的的全。护术程格署门用传技过严行部作动全产行、动的劳安生进委劳极的种在器地级积产各工容在各了生取职力，区起全采大压作全展安极广炉工在发、积护锅动，的

"

，保区劳下业主规，全的合事为法故对区配设防全事，地力建预安伤例陵大产“动工条涪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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