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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志书记述年限除行政机构起于民国十八

外，上起1949年，下迄1986年．

二，目录按章，节，目层次排列。无法作章、

立事件，放在有关节目中记述．

三．所用数据主要以组织，劳动、人事部门的

依据，并用阿拉伯字表述．

四、矗文化大革命一期间的劳动，人事工作，⋯⋯⋯一一 ⋯⋯ ～ 一一J、
● ’

制，未作系统记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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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劳动人事志》编纂既成．问序于我．未曾操觚，难

当此任．思国之有史，邑之有志．累修累续，源远流长，而志

及劳动人事专业者，尚付阙如，今修此志，实属创举，难以推

却．

我于1952年来湘乡，阅三十有八载，忝职财贸，工交，计

划及政府机关，与劳动人事部门多有接触，主持近两届县

(市)政府工作．分管劳动人事部门，深感劳动人事在国家机

关工作中的地位重要．春秋战国，列强纷争，得人者兴，失入

者亡，五霸七强，唯才是举，力争民众，得以创建基业，汉武

唐宗，知人善任，广辟劳动资源，得以兴邦治国．中国共产党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政治路线确定之

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和劳动力在生产力诸要素中是最积

极，最活跃的要素等科学论断，把劳动与人事列为各级政府

的重要职能部门，确是一项英明的决策．

1949年以前的湘乡，人才多湮没，志士志难酬·劳力众多

未能利用，资源丰富未能发掘，农业萧条，工业不振，科技落

后．民生凋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通人和，工农并

举．40年来．组织4万多名职工，兴建起一座座工厂，创办了

一家家企业，选拔万余名干部，建立了各级政权机构和经济管

理部门，领导全市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2万余名科技

人员，为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化"建设大展宏图．今

日之湘乡，铁合金厂，铝厂等大型工厂，雄踞市区·水泥厂，

工农电站等新兴企业，紧锁平湖．大厂带小广，厂厂相连l工

手0萎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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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促农业，业业兴旺．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年，湘乡工业总

产值达4．9亿元．为1949年的43．8倍，农业总产值达3．2亿元．

为1949年的3．9倍，粮食总产达4．9亿公斤．为1949年的4倍．

湘乡人民功昭绩著l劳动人事部门功昭绩蓍l

《湘乡劳动人事志》记述了近40年来湘乡劳动人事工作兴

衰起伏的全部历程，内容翔实，数据齐全．对于总结过去，启

迪未来，无疑是开卷有益的．籍此机会，向40年来辛勤工作在

～劳动人事部门的同志们表示敬意，向编纂本志书的工作人员表

示感谢．
’

‘ i

， 廖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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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历为劳动资源丰富之乡，入文荟萃之地．却鲜发掘利

用之举，乏知入善任之政．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领导下．劳动，人事成为重要的职能部门，担负着劳动与人事

渚方面的综合管理工作． ．‘

纵观37年来劳动，人事工作的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

期l 一
．

1949年至1958年为劳动．人事部门的组织建设时期．湘乡

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把劳动．人事工作分别纳入政府办公室或

民政科管理．1952年建立人事科，配编制5人，1956年建立劳

动科．配编制2人，人事．劳动工作开始有了专门的办事机

构．Io年中，安置了解放前留下的旧职员和城镇失业工人，。按

统包统配政策．解决了城镇青年和复．退军人的就业问题·在

城乡选拔干部充实了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I进行了两次工

资改革．做好了职工的工资福利工作．这一对期．人事科与劳

动科的编制少．工作面不很宽．人事工作的许多方面由县委组

织部办理，劳动工作建科前由民政科办理．加上机构建立后又

几度分合，工作的连续性受到影响．1958年人事科．劳动科作

为政府的职能机构确立下来． ．

1959年至1965年为劳动．人事工作的稳定发展时期．在这

一时期内，人事科有干部3至5人，劳动科有干部4至5入．

近8年中，加强了对干部，工人的管理，承办了干部与工人的

招收录用，计划调配。大中专毕业学生分配，军队转业干部安



置，千部奖惩任免，职工退职退休，工资福和．精简下放，安

全生产等方面的工作．由于机构，人员稳定．工作秩序正常，

劳动人事工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66年至1978年为劳动，人事机构的撤并折腾时期．1966

年“文化大革命修开始，党政机关瘫痪．正常工作无法进行．

1968年，人事科与劳动科相继撤销，其职权分别归属县革命委

员会政工组组织组和生产指挥组计划组．组织组统管人事工作

一一业务，计划组(后改为计划委员会)配干部2至4人抓劳动工
资．这个长达1 1年多的折腾时期．人员异动频繁，业务范围不

尸．工作不断受到冲击，给劳动．人事工作带来极大的影响．．
’

粉碎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机构恢

复迟缓，正常工作很难顺利展开．
‘

’1979年至1986年为劳动，入事工作的改革振兴时期．1977

年下半年，建立劳动工资局(后改为劳动局)，1979年上半

年，建立人事局．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劳动．：
一’ 人事工作进入改革振兴时期．这个时期机构扩大．干部力量加

强．至1986年，编制增加到28入，工作范围不断扩大，除了从

事60年代巳从事的工作外，相继增加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

置，社会劳动力管理，待业青年培训就业，劳动保护监察．劳

动争议仲裁．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志愿兵和城镇退伍兵安

置，技校招生和毕业分配、乡镇合同制干部聘任，科技干部管
’

理和技术职称评定．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岗位责任制等lo

多个方面的工作．1984年劳动局和人事局合并为劳动人事局，

以劳动．人事、工资三项制度改革为中心，正确执行党的有关

方针政策，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充分发挥了劳动．人事部门的

职能作用． ．

。

．，
．‘

“’’

．‘’，回顾劳动．人事工作37年的历程，虽然有过兴衰起伏与成

败得失．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成绩是卓著的·为治理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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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振兴湘乡．组织了46678名职工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安置大中专毕业生3315人、军队转业干部

1300人、复退军人2813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2729人．落实了

党的安置政策，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为提高职工队伍素

质．与有关部门配合，先是开展扫盲运动·，继而创办职校，夜

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大抓成人教育，为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培养了大量人才，为2500余名职工解决夫妻长

期两地分罟等实际困难，为6864名职工办理了退职’．退休手

续，为1181名科技干部评定了技术职称，前后11次为职工调整

工资，三次进行职工工资改革，使每个职工年平均工资由1953

年的391元‘，增加到1986年的1338元，提高2．42倍．

总结过去，绩著功昭，可歌可志，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从事劳动，人事工作的同志．应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努力开

创工作新局面．谱写史志新编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 事 记

1949年

一．8月．湘乡解放，刘洪源带领冀南支队一大队二中队146名

干部南下，来湘乡组建新政权．

． 10月，又有12兵团等单位的65名干部南下来湘乡．

10月24日，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扩大干部会，部署秋征

工作，参加会议的有500人。

‘

1 950年

⋯⋯一一⋯9月，举办第一期土改干部训练班，受训人员245人．

1 951年

春，根据中央精神，对全县失业人员进行登记，共登记

225人，按规定给予救济或介绍就业．

1952年

春．在职工中开展搿三反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

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材，反

偷工减科．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

7月，根据中央精神，进行工资改革，统一按中央的新工

资标准和津贴标准执行．全县6 14名享受供给制的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扩大包干范围，实行“大包干黟．

，

l

誊
。

，



11月4日．县人民政府人事科成立．

，，

．． ．，
l954年 ⋯

t，
l

●

’

●
● ，

?’春．贯彻国务院《劳动保险条例》．对职工的疾病．死

亡，丧葬．因工伤残等作出具体规定并执行，

3月，根据省委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县直机关进行整编，．

全县超编52人，动员回家生产． 。 ，

1955年

春，在职工中开展肃反和审千工作． ⋯

7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律由包千制改为工资制．

，
。

‘

1 956年

‘7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进行工资改

革．公私合营后，私方人员亦按国家工资级别发给工资．

10ft，设立县人民委员会劳动科．

‘

‘．

1957年

秋．开展整风运动．在运动中全射f630Xtt错划为搿右
派"．1979年经复查全部改正．， ：

夏．县人民委员会劳动科并入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配2

名干部负责处理劳资工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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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58年

本年度，在大炼钢铁中，全县共发生伤亡事故20多起．死

亡6人，重伤10A．轻伤20余人(其中采煤占50％．铁矿占
30％．其他企业占20％)．

7月．县人民委员会人事科与县监察室合署办公，保留机
构名称．各自使用印章．

8月，恢复县劳动科． ．

1 959年 ．

，

9月，全县开展反搿右倾一运动．到1960年止，县级机关

及区社共有1457人受到批判，其中有639人受到组织处理．

1961年起·县委对被错误批判及处理的干部陆续甄别平反．

1960年

在职工中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运动．

3月，撤销湘乡县监察室．该室业务归属县人委人事科．

I 961年

2月，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开始对职工进行精简．童1963

年止，‘全县共精简3258人(其中干部811人．-r'A2447A)．

鼻



1963年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精神．对国营农．林、牧，渔

场所职工子女实行。自然增长弦的办法，安置其就业。．

春，全县职工参加搿社会主义教育遣动静．．
1 1月，成立县委城镇人口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

1964年

春．全县开始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形成高

潮．至1979年夏，先后下乡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共2738人．

1979：笨秋，县革命委员会决定停止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

采取措施，进行统筹安置，到1984年底安置完毕，共安置2729

人(另死亡8人，牺牲1人)．
‘

1965年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对职工实行生活补贴(粮价补贴>，、
每月人平5元．

’+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全县招收搿政治学徒"48人，参

加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试点工作结束后．分配到区，乡工
作．， ．{ }。

1 966年

秋，全县职工参加“文化大革命"．

9



1968年

， 9月2日，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矗四个面向一(面向农村，
。· 工厂．基层，边疆)办公室．

11月11日，撤销县人事科，县劳动科，其职权分别归属县

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织组和生产指挥组工交组(翌年改归计划

组)．

1970年

全县职工参加搿一打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反一(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

__

1
971年一’一二-一一～：，．．+—⋯⋯- 一⋯ ～ 。一一。 一 一 。 ～ 一⋯ ●

{

春．调整全民所有制单位部分低工资人员的工资．集体所

有制单位参照有关政策进行调整．一

秋，贯彻国务院9l号文件精神，将全县计划内的临时工

855人改为固定工． 4。

：
．1、 。、

‘

．．
、 ’j ．Y，1 973年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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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月7日，原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

公室改为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10

1974：J!F--÷ ．

冬．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职工退休(职)后，可以招收一



名子女参加工作．是年，全县共计招收317人．以后停止．

1977年

秋，对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进行工资调整，集体所有

制单位参照全民调资办法进行调资．调资面为40％．

10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劳动工资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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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给工作成绩特别突出的职工升级，升级面为2％．’

1 979年

3月．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

法》，干部退休．退职亦参照执行．。

6月，成立县劳动服务站．； 。．，

⋯

6月30日，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人事局．

秋，技工学校招生．实行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r

秋，对原巳退伍，因战备需要第二次征集入伍的40名农村

退伍兵，给予安置工作． ．

8月1日．转发省粮食局，劳动局《关于退休．退职人员

口粮供应等问题的通知》，退休．退职职工的农村子女补员

后，本人改吃农村粮(后改为吃常年统销粮)．

，Io月．从本月1日起，取消新招工人粮食补贴j实行物价

补贴，每人每月5元．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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