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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晋同志系四川省劳动人事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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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北碚区劳动志》出版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为开创劳动工作

新局面提供历史借鉴。

颓福成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二日

(颜福成同志系重庆市劳动局局长)

万象更新



北碚区劳动局，劳动服务公司办公地点

①



1982年度安置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一角

② 1 382年度“安全月”活动总结表彰大会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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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荷叶阁”工艺美术店

北碚“好吃街”经营服务网点



石工培训班待业青年正在宴作训练

④ 1 975年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寄语《北碚区劳动志》

从撤销川东行署建立r四川省，我离开北

碚已经三十多年了。我很高兴地知道《北碚

区劳动志》经过两年多的编纂，已经付印成

书。回顾三十多年来我省的劳动工作是在解

放初经济困难、失业严重的严峻条件下：一超步

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工作是一项崭新的

工作，当时可借鉴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

验也不多，遇至4过许多困难，作出了不少成

绩，我省劳动部门的同志是在不断地克服困

难中前进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为配合正在进行的劳动、工资制度的改

革，编纂出版《劳动志》的重大意义在于：正
(5)



确总结历史经验，增强信心，鼓舞干劲， 为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

参篇盟
一九八五年七月

(李满盈同志系四川省顾问委员会常委)

⑨



序 言

《北碚区劳动志》的诞生，是“盛世修
，

志"的必然产物，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

务。它的出版，也是我区社会主义劳动事业

开拓前进中一件颇有影响和意义的大事。

“志乃一方之全史"，它作为《北碚

志》中不可分割的部份，实属北碚地方百科

金书中可贵的一章。志中记载的劳动工作史

实，展现了新中国成立暨北碚解放后劳动事

业的初创，发展、完善和改革的生动画面和

历史轨迹，用具体而又雄辩的事实，铸成了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历史见证。它将有

利于我们继往开来，了解昨天，建设今天，

规划明天，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

⑨



一针、政策，成为我区开创劳动工作新局面的

历史借鉴、现实依据和劳工教材．

我局从1982年l 1月开始着手编写《劳动

志》，，经过成立班子、宣传动员、组织力

量、学习参观、拟定篇目、搜集资料、、编录

建卡、广泛研讨、调查核实、试写初稿和反

复修改，付出了艰辛劳动，克服了许多困

难，得以完稿成书。整个编印工作，在省、

市劳动厅～局领导和区的领导同志关怀

下，在撒碚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指

导和帮助下，得到区人大常委会、区档案馆

和区级有关堕位的大力支持以及劳动娥线的

老领导、老同志的热情关注和指教。值此。

戬谨代表区劳动局、劳动服务公司表示衷心

感谢￡晦辛勤参与搜集、编写、出版五像的全

钵嚼意表录辕意l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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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区劳动志》能够聊补志乘，为我

区留下“前稽后鉴"的历史遗产，我深感庆

幸，谨此草序，略表寸心。

诵靠撑

一九八五年七月

@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调查研究本

地区、本部门劳动工作的方方面面，搜集丰富可信的资料，

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地反映我区劳动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力

求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和资料性的较好结合。

二、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予劳动利(局)的文书档案和

部份口碑、文征资料。

三、本志纲目按横陈业务，纵叙史实，体现特点的原

则，分为章、节、目记述。
’

四、本志采用志、表、记、图四种表达形式，以志为主

构成基本框架。

五、本志断限为1950--1982年，力求首事必录，大事必

述，要事不漏，琐事不记，本着“详近略远”和“生不立传’，

的原则编写。

六、本志文中数字统用阿拉伯数码，目次统用中、文数

字。

⑥



七、凡属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姓名，不冠褒贬之词．

八、凡属引用的资料，一仍其旧，不作更改。 ．

九、志中文字及标点符号，统按国家现行有关规范使

用。

十、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表述，力求简明扼要，通

俗易幢。

⑩



重庆市北碚IX萎动日嚣公嚣
《北碚区劳动志》编纂领导小组

商希楷刘德成石安民 黄超然

编 写 小 组

主编： 郑祥禄

编审： 商希楷 熊国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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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IX萎动日嚣公嚣
《北碚区劳动志》编纂领导小组

商希楷刘德成石安民 黄超然

编 写 小 组

主编： 郑祥禄

编审： 商希楷 熊国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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