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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局办公住址

劳动服务公司办公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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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局领导合影



劳动局全体同志合影

劳动服务公司全体同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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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局举办的培训班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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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有益当代，惠及后世。丁卯岁中，欣逢《海阳县劳

动志》脱稿成册。值此，我作为7海阳县三十余万劳动大军的成员，

谨向为编纂此志而辛勤劳动的同意1'1"1至k以诚挚的谢意。

劳动，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劳动创造世界。海阳是老解放区，

历尽沧桑，史料丰富。海阳人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百折不挠，

刚正不阿，富有斗争精神。解放前，英雄的海阳人民为争取解放，

获得自由，不畏强暴，抛头洒血，前仆后继，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

的革命斗争史；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巧织

锦绣，使海阳大地荣披新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数十

万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精神焕发，干劲倍增，为振兴海阳经济，

繁荣各项事业，发奋工作，辛勤劳动，开拓前进，全县农业，工

交，财贸，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日新月异，再展宏图。

今后，在党的“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指引下，勤劳朴

实，富有拚搏精神的海阳人民，必将继往开来，绘出更新更美的蓝

图。

《海阳县劳动志》，是海阳县一七三五年建县以来第一部为劳

动人民歌功颂德的史志，它从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的角度，生动地记

载了英雄的海阳人民，辛勤劳动，建设租周，繁荣家园的丰功伟

绩。尽管有些珍贵史料难以扑提，以至疏漏，但通观全书，内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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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丰富，立论新颖，文笔流畅，大有一读借鉴之必耍。但是，不足

之处在所难免，敬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

《海阳县劳动志》卸将付印问世，我受县劳动局同志的委托，

不辞浅薄，写下前面几句话，权作《序言》，聊以寄情。

洼：(孙庆传同意系海阳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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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意编写原则坚持以马到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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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独略同，秉笔直书，以反映

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行业特点。

二，内容分为机构沿革、人事更迭、劳动就业、劳动力管

理、工资改革与调整，职工福剩待遇，技术培训、劳动保护等部

分。

三、编写体栽以记述为主，辅以照片，表、录。一律用语体文。

四、本意上限起自1912年，下限断至1985年。

五、编写方法采用事以类从，横排纵写，力求归属得当，排列

东昏。

六、本意所用资料多采用档案，文献资料和口碑资料。重要数

据以统计局资料为准。

七、·篇目安排分章、节，目．．子目四层结构。

八，纪元采用公元纪年，括号夹洼历史纪年，数据一律写阿拉

伯数码。

九、修辞造句，书写．．标点，称谓，力t求准确，规范。

十、志中对先进人物只作列表记名，不为立传。

十一，凡正文中无法编入的重要文献资料，都荟集附录中。

十二、解放前后是以1942年9月16日海阳县城解放为限，建国

前后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之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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