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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自治州劳动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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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工皓新局面一九九面年四月t九日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国家劳动部副部长李沛瑶到大理视察工作时为本书题诃



以转

原国家劳动部副部长何光到大理视察工作时题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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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劳动厅厅长脱佑慈到大理视察工作时为本书题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f]

／◆叶．遗失

铩辟

夯工友莶

苎袋武
另大仍_干五双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分管劳动工作的李宪武副州长为本书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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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自治州

锅炉J E力容器检验既
劳动部注册号：L92082102

中华人民共和圜劳动部喇 ‘i!

大理白族自治州就业洲练中

心，被国家劳动部评为“全国

重点就业训练中心”

大理白族自治州就业训练中

心，被评为省的优秀就业训

练中心

大理白族自治州锔J户压力容

器检验所，经国家劳动部赉

祸审查合格注册

戚

盛—■j上叫选



【986年7月1日太理州劳动服

骂大楼建成投入使用，开展就业

川练，内设教室8个，蟹饮旅社、

]市等．

走理白族自治州技丁学校新建

蚊学楼

988年6月，原国

家劳动部副部长何

光到大理视察工作

时，为大理州劳动

工作题词。



大理白族自治州就业训练中心外语口

语训1练班学员与外国朋友怍对话实习

六理白肤自治州技工学校内燃机修理

班学生，进行操作实习。

六翌白族自治州剑』II县社会保嘘事业

管理局．给退休职工发退体养老金．



大理白族自冶州劳动局召开

全州企业工资会议，布置企

业工责改革工作

大理州、市职业介绍所为用

人单位、求瞬人员办理登记

介绍等有关手续

大理市劳动争议仲裁庭，开

庭窜理劳动争议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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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云南省安全

检查团第六分团和大

理州安全检查组，到

太理州香么所煤矿检

查安全生产情况

大理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到1垒业进行锅

1乒安全植验

1988年大理州劳动局矿山安全监察室被评

为省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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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理州劳动局劳动保护安全监察

科．被省劳动厅评为先进单位。

太理州社会保险事业昏理局，被省

劳动厅、省统筹委员会授尹财务
工作和统筹工作先进单靠’。

太理州劳动就业工作受到省人民政府

表彰

大理州劳动局办公室，被省劳动厅

授予“全省劳动信息工作先进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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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旅自治州劳动志》编纂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

《大珲白旌自治州劳动志》审犏T作会议全体同志盎影

丘赳：前排：杨浑；{、杨玉光、段家骧、殴夭命、张牵鉴、曹枷山、李 茂，杨朝标、段克仁

巾}JL：壬顺元、唐澄奇、柳宗镏、艘衡山、杨光复、陈起鹏、周健美、李荫东、马映／I、周嘉禄

李子熟，杨云瑞

Fj排：汗 平、张文汉、害炯、艘若川、杨忡宁、孙乇明、扬五生，杨定珠、杨圭集、米利勋



1988年10月大理白族自治州劳动局、人事局分设时，原劳动人事局全体人员合髟



序

劳动工作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劳动政策是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的集一I-体现。它既涉及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基础方面的问题．又涉及到

政治、社会、教育等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它同广大职工的工作与生活息息相关。与

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联。党和政府历来十分关心和重视劳动工作。

×大理白族自治州劳动志》主爰记述了建国以来大理白族自治州劳动工作的发展

历史．．从解放初期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开始．到知识青年下乡、回城．创

办劳动服务公司．实行“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平稳地渡过了三次就业高峰。工资分配

上，40年来．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调整了11次工资。分配办法从计

时工资、计件工资、结构工资、岗位技能工资．到实行工资总额和经济效益挂钩．日

趋完善合理。劳动管理上．从国家统招统配到企业自主用工．从单一的崮定工制度，

发展到多种用工形式并存，开展职业介绍．建立劳务市场．逐步形成了国家宏观指

导。企业自主用工．多种形式并存．全员劳动合同的劳动制度。还有劳动保护、安全

监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劳动争议仲裁等等．都反映了劳动工作的发生发展规律

和起伏变化过程。它是一本既具有部门工作特点．又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的历史

资料书。·以史为鉴．帮助我们总结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

本书编写．是在州志编纂委员会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是全州劳动战线上的同志

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在劳动部门工作了30多年的老副局长杨朝栋同志．3年辛勤

劳动的结晶。完稿之际．仅向他们表示感谢。

当前．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耐劳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深化三项制

度改革的任务还十分繁重。我们簧进一步以邓小平I_j志建设有lI|圄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武装头脑．更新观念．奋发进取。扎实工作。全面推进劳动领域的各项改革。在大

理白族自治州的劳动工作历史上再谱写新的篇章。

李 茂

1993年I i月



凡 例

一，本志以四项基本原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

导、无产阶级专政)和改革、开放方针为指导思想，力求反映时代特点纂编。

二、本志着重记述t}一华人民共和因成立以后的劳动管理工作，有些地方追溯至民

同时期。除另有注日月者外．下限至1988年。

三、本志以事为纬、以时为经、采用纪事本末体方法．分章、节、目、子目四级

结构编写。

四，本志资料多属档案馆保存资料．数字资料．主要来源于州统计局或有关业务

主管部门的工作总结-I-统计资料；少数数据．系从各年腰文件材料-I-提取整理得之。

1i．Il-华民国时期．曾先后通行清铜币、半开、银元、滇票、新滇票、法币、金

元券等．，|l华人民共和固建立以后，通行人民rfj．币制、币值均以当时通行的币值单

位歹U入。 ’

六、行政机构设置及机构名称，曾多次变更．本志均以当时之名称称iW；辖属范

围和辖属单位．亦历经调整．除注日月者外．亦以当年所辖范围列入．

七，本志昕记述民国时期．系指-j·华民同时期。建国以前、建同以后、建国初期

等．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同建立以前、·I-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及成立初期。

八．劳动业务工作纷繁．且旷时日久．工作重点又时常变化．有关材料．难免有

所散失或未曾记录，本志所编列资料及数据．虽力求完整．大致无误，但少数数据以

现有文件整理．如劳动力招收人数、工伤入数等．可能有所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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