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绾史修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解放以来，党和国家

非常重视和关心修志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编

纂新地方志的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地方党和政府的高

度重视， 《商丘地区劳动人事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修成出版

的．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照志书的体例规

范，翔实地记载了建国三十多年来商丘地区劳动入事工作的变化

和发展，系统地总结了劳动人事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为今后从事

劳动人事工作的同志提供了。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彦。

Ⅸ商丘地区劳动人事志》共十章三十一节，约十余万字。上

始一九五一年，下迄一九八四年十月。志书记述商丘地区劳动人

事机构沿革、劳动力管理、工资、奖励与津贴、劳动保护，保险

福利、人事制度与干部管理等工作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志书眉

目清晰，合乎体例，结构严谨，详略得当，文体流畅，实为一本

难得的历史资料。

本志缠写人员，工作认真，态度严谨，深查细访，博采求

实，吃苦耐劳精神可敬。但由于编修本志涉及面广，内容庞杂，

且我们缺乏经验，虽经几易其稿，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祈识者批

评指正．

王玉兰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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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商丘地区劳动人事工作开始于建国初期，至今已有三十多年

的历史。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劳动人事工作从原来单

纯的组织失业工人就业、整顿劳动组织、培训干部，已发展扩大

为劳动力管理、劳动保护与保险、工资福利、干部管理，职工培

训等项工作。劳动人事工作已成为党所领导的政府部门的一项重

要的行政工作。

劳动工作在建国初期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失业工人、店员就

业。安置城镇劳动力，恢复生产，解决生活问题。为此，成立了

事业性的失业工人介绍所，办理失业工人的登记、介绍和安置工

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一一1957)，劳动工作主要是整

顿劳动组织、加强劳动纪律，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一九五六

年．全区废除了工资分制，实行了货币工资制，建立了新的工资

制度。在劳动力调配方面，根据省指示精神。完成了上级下达的

调配任务。一九五六年以后，组织了大批劳动力外凋，支援国家

的重点建设工程和工农业建设。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五年的劳动

工作，经历了。大跃进彦，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恢复时期。一九

五八年“大跃进抄，招收了大批工人，造成比例失调，工农业生

产受到严重影响。一九六O年至一九六三年困难时期，工厂下

马，精减了大批城镇职工。精减职工和整顿劳动组织，工农业生

产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文革"时期，劳动工作受到冲

击．劳动部门一度被撤销。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地区劳动处

名存实亡。一九六八年二月，劳动处被撤销，劳动工作由地区生

产指挥部代管。一九七一年恢复计委，下设的民、劳、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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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小组负责岁。争皿参。一力{三节，成立劳磺詹，杪复劳敬工作

的各项业务。粉碎林彪，“四人帮劳反革命集团以后，特∥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全区詹：’工农

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劳动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规化的轨道。劳动

工作的业务由过去单抓劳动力管理，增加了工资福利，劳动保

护、劳动保险、技工培训、信访等项工作。这期间，进行了临时

工制度的改革工作，清退了计划外临时工。按照党的方针，政策

及有关规定，做了全区职工的余缺调剂工作，办理了招工和区内

外的工人调动手续，统筹了全区的劳动力计划，加强了工资基金

管理工作，顺利地安置了随军家属，有力地支持了军队“精简整

编黟的战略决策。一九八一年二月，成立了地区劳动服务公司，

认真贯彻执行了“三结合黟劳动就业方针，初步解决了大批待业

青年就业难的问题，发展了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一九七七年，

恢复重建了地区技工学校，先后开设了车、钳、电，无线电修

理、水利、财政、酿酒等十四个专业工种，为全区培训一万六千

多名合格的中级技术工人，还先后为全区厂矿企业培训了近千名

在职职工。现在学校已经有了一支j舌应教学需要的师资队伍，已

成为经省验收合格获得合格证的中级技工学校。先后四次调整了

职工工资。一九八三年，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实行了以职务工

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加强了劳动保险工作，办理了全区职工的

离、退休手续。建立了职工医疗保健制度，使职工在生、老、

病、死、伤残等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物质保障。开展和加强了劳

动保护工作，每年都定期进行了安全生产大检查。一九八。年开

始，每年都坚持了“安全月彦活动，减少了伤亡事故，促进了安

全生产。同时进行了工业卫生普查，建立了工业卫生档案。对职

业病进行普查和预防，加强了锅炉和压力容器的管理，做了司炉

工的考核及电焊工的考核和发证工作，保证了锅炉的正常经济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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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门在建围初期的-丰笋工作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根据

当时干部竣少质弱、供小应求的情况，大规模地培训干部，并从

一部分失业、失学青年中招收一些人员，经过轮训后充实到干部

岗位上，并提拔一些干部加强新建部门的骨干力量。一九五二年

至一九五三年，为纯洁干部队伍，结合靠三反弦运动和县区整

风，处分了一些犯错误的干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五三

年至一九五七年)，人事工作是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大批地转移

干部，支援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建设，保证工业和农业战线对干部

的需求。培训了大批干部。接受安置了军队转业干部。组织和参

加了全区的审千工作，任免了大批干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五

年，人事工作主要是调整任免了干部，保证了新建和扩建单位干

部的需要。接收分配了省下放我区的干部。加强了干部的惩戒工

作。依照充实基层，支援农业，加强!薄弱环节的原则，接收分配

了高等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的毕_P生。精简下放了大批干部，支

援农业生产第⋯线。加强了干部档案和信访工作。“文革一时

期，人事工作受到干扰。～九六八年二月，地区人事局被撤销，

人事工作由地区生产指挥部政工组负责。一九七三年，恢复成立

了人事处，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各项工作进展不大。一九七六

年粉碎“四人帮秒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事

部门的各项工作走向正规，依照“德才兼备黟的标准，提拔了一

批能够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干部，按照调配原则和政

策，调配了大批干部。并按上级的精神，重点解决了干部夫妻长

期两地分居问题，仅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二年，就为省及区内外

二千三百多名犬妻长期两地分居的干部办理了调动手续。调整了

全区五百多名用非所学的科技干部，使其走上了学用一致的岗

位。审查办理了工商、银行等系统的招干手续。接收分配了大批

的军队转业干部和大、中专毕业生。开展r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

领域的科技干部职称评定工作。开展了党政机关干部的奖励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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