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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按

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力争反映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

二、本志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圃成立以后劳动部门的业务工作，有些地方上溯到清朝

末期或民国时期。

三、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采用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或两者相结合的方法编写。基

本上是以事命题，分章、节、目、子Et四级结构，图、表、照片穿插其中。

四、本志资料多属档案馆藏，重要数据，以统计局资料为准，口碑资料，一般均与文字

资料互相印证。

五、志中所记载的劳动模范事迹，材料来自有关单位，系就其某一时期某一成就而作的

简介，并非为他们立传。

六、名称一一律用正称，简称时加以注明。

七、襄樊市行政机构设置几经变革：1949年10；1至1979年5月，归襄阳地区管辖，1979

年6月，升格为省辖市，1983土F 8月，圈务院决定撤消襄阳地区行政公署，将所辖襄阳、枣

阳、宜城、谷城、南漳、保康六县划归襄樊市管辖，随州市与随县合并为随州市，老河口市

与光化县合并为老河口市，均为省辖县级市，由襄樊市代管。对涉及到原政权时，则按当时

的政权名称称之。

八、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各个时期的纪年均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

九、凡本志正文中无法编入的重要文献资料，皆收入附录中。

十，本志下限为1985年，附录中《襄樊市劳动合同制试行办法》和《襄樊市劳动合同制

职工社会保险试行办法》为1984年。



古人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

志乃一方之全史，贵为后世之致用。

用。 ．

圣者 古
刖 吾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史载兴衰治乱，以备千秋之借鉴，

’’编史修志的目的，就是要起到存史、资治、教育的作

专志，是分门别类地记述一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著作。劳动志是专门记述劳动

工作的一部专志。劳动工作既涉及到经济工作，又涉及到政治工作、社会工作，既涉及到生

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基础方面的问题，又涉及到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同广大职工

的工作与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

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详今略古，

立足当代，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俾使所编志书既能为现实服务，又能为后

世所借鉴。

本志着重记述襄樊市近半个世纪来劳动工作的历史，力争能反映劳动工作的发生发展规

律。希望此书能为劳动部门以及各界人士了解、认识劳动工作，因地制宜地改进劳动工作，

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

编写劳动志，没有前例可沿；再者，由于年代久远，时过境迁，资料难以搜集，加之我

们知识有限，业务水平低，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湖北省《襄樊市劳动志》编写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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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省第一部劳动志——《襄樊市劳动志》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结束了劳动人民数千年来受剥削、受奴役的历史，劳动人民成

了国家的主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劳动工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劳动政策法令，建立了适

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劳动工资、保险和福利制度，使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不断改善

和提高，从而大大激发了广大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襄樊市各级劳动部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认真地工作，有力地保证了党和国家

各项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切实保障和维护了劳动者的各项正当权益，支援了社会主义各项

事业的发展‘，成绩卓著。这些成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荣历史的一部分，青简素帛，是理应

刊书的。 ．

当前，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全面展开，劳动部门也面临着艰巨的改革任

务。长期以来，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劳动工作上存在着集中过多、管得过死的现

象，劳动工资制度上的“铁饭碗”、“大锅饭”早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必须尽早

革除。因此，熟悉了解建国三十四年来劳动工作的历史状况，对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加快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步伐，提高劳动管理工作的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襄樊市劳动志》

的编纂成功，正好为我们研究劳动工作的历史提供了一份系统的翔实的史料。

编写劳动志是一项新的工作。襄樊市劳动部门的同志，在无先例可以师法的条件下，和

各有关方面密切配合，在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这部《襄樊市劳动志》，

为我省劳动志的编纂工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为此，我们向为编写《襄樊市劳动志》付

：：{了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l

王 平

李仰中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注；王平为湖北省劳动人事厅厅长，李仰中为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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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35年

震撼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襄樊两城引起了强大反响。船工、船民义务撑渡两

千学生过河游行，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大力支持。

1936年
r．。．。、

秋，老河IZl码头工人推倒了刘、孙、自三家班头的世袭统治，成立了码头工会，但理事

长却由国民党特务段凤山所担任。段凤山于1951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1 939年
i 。

罩’?

4月，中共鄂北特区党委与民主人士李范一i杨显东在谷城县茨河下街建立的农产促进

委员会鄂=|匕手纺织训练所开学，前后办了三期，每期100人左右，到1941年1月结柬粤

1 950年

7月，为了解决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的生活问题，襄樊市成立失业工人救济

委员会。

8月，对实行供给制的职工改为包干制。

8月12日，为解决城镇人民就业和工资等问题，襄樊市人民政府设立劳动局。

10月，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学校及国营、公私合营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不包括实

行供给制、包干制的人员)，按照国家规定实行了统一的“工资分"。 ～ i一√．．．

11月，襄樊市搬运工人积极投入了民主改革和反封建斗争，j人民政府镇压了罪大恶极酶

贺子洲、钟嘉仁、高志忠、杨万寿。

1 952年

8月：，襄樊市劳动就业委员会制定了《失业人员登记细财》，7对失业人爨盒i酝登记，到

10月19日共登记2，376入，逐步作了适当安排，同时在工业企业等单位实行八小时皿‘馕

制。 !

。

、
．．．j j．j．r

3 8月，进行第一次工资改革，在企业单位实行八级工资制，在干部中实行职务等级工资

制和物价津贴制。

1 955年

6月，开始实行国家规定的退休、退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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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对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实行统一的货币工资制。

1 956年

5月17日，进行第二次工资改革，襄阳专员公署成立工资改革委员会。这次改革，取消

了“工资分”和物价津贴，改进了工人的工资等级，改革了企业职员和技术人员的工资，推广

和改进了计件工资。

7月，厂矿企业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布的《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

术规程))和((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O

1 957年

2月，第一次精简职工，精简对象魑超编的区乡干部。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区乡干部编

制定员规定，全区区乡干部超编519人。这次精简采取减薪不减人的办法，即将每人月工资

标准32．48元，降为27元(保康县降为24元)，完成了这次精简任务。

1 958年

7月，试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制度。

1 959年

3月，工业、交通、建筑、农业、林业、水利、气象、商业、饮食服务等部门的1，755

名职工调整了工资。

4月2日，保康县城关公社炸药厂，用氯酸钾、雄黄、硝酸钠、树皮配制炸药，在铁锅

内炒药时不慎发生爆炸，当场炸死5人，中毒1人。

11月25日，襄阳专员公署设立劳动局。

。

1 961年至1 963年

1956年至1960年，在“左修的思想影响下，盲目搞“大跃进"，国民经济计划受到冲击，大

批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办工业。由于违背了客观规律，职工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速度，造
q ●‘●

成粮食、原材料供应紧张，导致部分工厂停办，被迫搞精简下放。1961年至1963年，共精简

职工44，295人。

1963年
。『 ，。一

?一一81胄，国家机关，叭民团体及企业、事业单位的43，885名职工调整了工资，同时出二

类工资区凋为三类工资区(襄樊市区由三类调为四类)。

-?12月，实行招收一名符合条件的退休，退职和死亡工人的子女参加工作。
勇

“

、。

1 965年

3月，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学校及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按供养人口发给粮食加价补

贴。

5月，改革临时工的用工制度，推行亦工亦农的用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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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1年

7月，对参加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41，673名职工调整了工资。

11月，按照国家规定，实行临时工制度改革，20，401名临时工、轮换工改为固定工。

1 972年

9月，执行国家关予职工自然减员补充的规定。

1月至12月，因“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一些企业、事业单位出现了私招乱雇现象，省

下达襄阳地区全年招工计划11，291人，实际招收18，016人(含1971年结转867人)，超计划招

收5，858人。

1 973年

3月，对部分集体所有制单位的11，8,53名职工调整了工资。

7月，进行第三次精简职工工作，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许多单位不能正常开展工

作，省下达精简计划18，000人，只完成了2，904人的精简任务。

同年，襄樊市劳动局设立锅炉检修所。

1 974年 、

9月6日，襄樊市劳动局设立锅炉监察所，同时将锅炉检修所改为襄樊市锅炉安装公

司。

1 975年

8月28日，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

9月3日，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招工办公室。

9月29日，襄阳地区成立锅炉安全管理小组。

11月3日，襄阳县通用机械厂生活区挖地道，因未打支撑架造成塌方，砸死5人。

12月12日，襄阳地区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1976年

1月18日，襄阳地区设立襄阳地区技工学校。

1 977年

1月，襄阳地区劳动局编印的《锅炉检验》46，922册，在全国内部发行。原襄樊市劳动

局编印的《司炉现场操作教材》6，000册，在全省内部发行。

3月，为了搞好安全生产，国家计划委员会组织了全国省际之间春季安全生产大检查．

4月1日至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检查团一行14人到襄阳专区检查安全生产。

6月4日，枣阳县城关镇麻袋厂、玛钢厂职工到附近农村支援麦收，中午收工返回过沙

河时i乘坐南N-队一只破烂漏水渡船，因违章严重超载，船只翻沉，淹死8人。地、县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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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亲临现场，召开了事故现场会，分析了事故原因，制定了安全措施，对有关责任者进行了

处理。 ．

10月，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学校、企业及事业单位的工资偏低的62，441名职工调整了

工资。，同时，集体所有制单位的11。,763名职工也调整了工资。

11月26日至1978年1月15日，襄阳地区劳动局在南漳县举办了第一期襄阳地区锅炉检验

干部培训班，25人参加学习。 、

12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全省冬季安全生产大检查。12月18日至28日，荆州地区安

金检瘴周虿衙曼4^到塞攀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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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保康县修建公路，由于炸药管理不善，200斤炸药燃烧爆炸，造成21名民工死亡

4月21目，襄阳地区劳动局建立襄阳地区锅妒检修所。

12月5日至9日，在襄樊市第一招待所召开了襄阳地区第一次城镇待业人员安置工作会

议。。 ．j·．．。‰ ～、． _．，

12月，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学校、企业及事业单位工作成绩特别突出、贡献较大的
3，384名职工调整了工资。

1979年

毫4月3 El，光化县电力局在拆卸芦庄牛二号线路(Ⅱ型)转角断线电杆时，因违反技术

操作规程，发生倒杆事故，当场砸死3人，重伤1人。事故发生后，省、地、县劳动局和电

力局领导亲临现场，分析事故原因，制定了防范措施，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处理。

4月26日至5月15日，襄阳地区劳动局在宜城县邓林襄北农场招待所举办了襄阳地区第

一期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干部培训班，’80名安全干部参加学习。

5月，改革招工办法，由推荐改为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

6月，襄樊市升格为省辖市，襄樊市劳动局随之升格。

6月25日至8月8日，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对全区接触铅、苯、汞、梯恩梯、有机磷五

种毒物的239个工厂，4，406名工人进行了身体健康普查。

8月10日，襄樊市建立第二技工学校。

8月22日，襄樊市工业技术学校改为襄樊市第一技工学校。

10月27日，襄阳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司机唐春潮，行车至宜城县刘猴途中，由于违章行驶，

车掉进沙河水库，造成11人伤亡。 ．

11月1日，对职工实行副食品加价补贴。

蠢≯n月秀始，国家机关：人良团体：学校、企业及事业单位的71，491名职工调整TT_资，同

时调整了工资区类别，原襄樊市由四类工资区调为五类工资区，襄阳、枣阳、随县、宜城、

南漳；光亿i、谷城、保康等八县卣三类工资区调为四类工资区。
-，

1 980年 ，
，

i。一，．：1月，执行湖北省人民政府规定，t干部退休、退职后可招收_-．名符合条件的子女参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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