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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命名为《秦皇岛港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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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秦皇岛港口志》是继《秦皇岛港史》之后我们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志书，

她的问世，是我局的一件大事。我祝贺她的出版。 一

《秦皇岛港口志》是编纂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

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以港口生产建设为主线，用志书体例，比较全

面、系统、真实地勾勒出我港建设、运输、管理沿革等轨迹；记述了秦皇岛港

1 898年开埠至1 995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和改革

开放的巨大变化。该志书集我港发展史料的大成，再现了勤劳勇敢的秦皇岛

港工人阶级的精神风貌，反映了秦皇岛港口综合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部完

整的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等多种社会功能的历史资料书。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是我

们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历史时期。加快秦皇岛港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历史

赋予我们的重任。“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为了走好秦皇岛港这颗我国

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棋子，我们一定要以志为鉴，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全心全意依靠港口工人阶

级，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加快两个转变(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的步伐，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断提高港口运输生

产、经营管理和人员的素质，争取秦皇岛港尽早跨入世界亿吨大港行列。

盛世修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秦皇岛港口志》对我港工人阶

级的反帝爱国光荣传统和爱国、爱港、爱岗的敬业精神，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记

述，再现了我港一代又一代职工的精神风貌，是一部对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和港口优良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她的出版发行必将推动我局精神文明建设

的进一步发展，增强我港职工“爱我港口，建我港口”、“港兴我荣，港衰我耻”

的秦港意识和秦港精神，为我港“四有”职工队伍的建设增添新的活力。我希

望，全局职工都能认真读读这部志书，继承、发扬我港的优良传统，为我港写

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历史新篇章。
’



修志是一件很辛苦的事。《秦皇岛港口志》的编纂者们为了编好这部书，

经年累月勤耕不辍，志海钩沉，做了大量资料搜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等方

面的归纳整理工作，编写出这部上可慰前人，下可鉴来者的志书，为我局完成

了一件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借此机会，我在这里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

示衷心的感谢!

局 长

1996年9月20日 ．



前 言

秦皇岛港是中国重要的对外开放港口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到清末，开平煤矿的开

采和唐榆铁路的兴筑，使古老的海港焕发了青春，展现在世人面前。·代之而起的是19世纪

末由清朝政府自行开辟的秦皇岛商埠．。煤矿、铁路和港口的结合，就把京山、沈山铁路沿线

省区的进出口贸易与其最短径路出入海口——秦皇岛港利益紧紧联系一起，对推动“北煤

。南运”起到了促进作用。这就是秦皇岛港重要的地理特征。
‘

。

《秦皇岛港口志》的编纂，目的在于记述秦皇岛港在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运输事业中

的地位、作用，反映秦皇岛港建设、运输、服务、管理的整体素质，以及多功能、全方位、现代

化的发展方向。同时，配合世界能源输出大港和中国对外贸易综合性大港的宣传，促进环

渤海经济，中国大陆架乃至亚太地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物资交流和文化交流，服务于当

前，并为后人留下秦皇岛港开埠以来的一个世纪的历史墨迹。

《秦皇岛港口志》全书稿由门类志9篇，即：港口建设、港口运输、港El服务、港口建置、

企业管理、公共关系、港口职工、党派团体、人物和荣誉，计46章189节和辅文：序、前言、

凡例、综述、大事记、附录、跋等两大部分组成。

《秦皇岛港口志》的编纂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全室人员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的：篇目设

计、资料收集、众手撰写、编辑修补、缀辑合成。在编撰过程中，承蒙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

和本局各单位、各处室的大力协助，尤其在书稿送审期间，市、局领导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

见。他们是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齐家路、康占忠；原局领导：刘培新、李助民、杨子愚、张春

山、王占太、李景瑞、高凤臣、孙立言、姜淑云等；现局领导：李德宣、汪秉康、陈继舜、王阳

洋、薛德成、聂振一、朱福昌、林文鼎、王世宝；有关处室(单位)的领导还亲自动手修改；局

计划统计部门和局保密委员会亦给予我们大力支持，为保证志书质量把了关，在此一并致

谢。

谨以此志书奉献给1998年3月．26日秦皇岛港开港100周年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主 编

1996年9月19日 于秦皇岛港



凡 例

一、《秦皇岛港口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

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有关文件精

神而编辑的。 ，
．’

+二、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录、图、表等形式，图．、表分别列入各章节中；

鉴于《秦港图志》专册已出版，因此本志书不再刊登有关港口面貌的照片。全志设篇、章、

节、．目(个别目下列子目)。附录记载各历史时期国家对秦皇岛港的批文。

三、本志记述时间：上限原则为1898年秦皇岛港开埠，下限至1995年底。为保持记述

事物的完整性，个别事物时间下限适当作了延伸。．

四、历史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公历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公元1948年前用括

号注明朝代和民国年号，引文中的纪年不在此例。本志所称“解放前’’、“解放后’’，凡是未注

明具体地域的，均指1948年11月．27日秦皇岛解放的“以前"和q以后"。

五、称谓书写：本志所称“党”、“党委”、“市委”、“省委”、“党中央"等，均指中国共产党

及其机构。港口机构、部门和会议名称在行文中首次出现使用全称，以后多次出现用简称。

如中国共产党秦皇岛港务局委员会。，简称局党委；中国海员工会秦皇岛港务局委员会，简

称局工会；交通部秦皇岛港务局，简称港务局；秦皇岛港简称秦港。 ．

六、本志采用白话文(引文除外)记述体，人物称谓一般直呼其名，生不立传。立传人

物，只记履历，不加评论，力求真实，反映历史原貌。 ’

七、本志资料来源：资料录白核实过的文献资料、实物资料和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

一般不再注明出处；统计数据均按港口年报口径收录。’ ·、

’八、企业荣誉：秦皇岛港所荣获的国家级、部级和省级荣誉，均集中放置在第九篇“秦

港荣誉”专章。 ．一

九、“秦皇岛港回归”指1953年1月1日交通部正式接管秦皇岛港，，并纳入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轨道。

十、篇目的总体构思：以“专业志”为主，兼顾“地方志”的色彩，以围绕港口生产建设发

展变化为主线，本着历史重要内容不丢，当代情况翔实的精神，力求构成一部较为系统的

全方位多层次的秦皇岛港口的历史资料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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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漕船运输⋯⋯⋯⋯⋯⋯⋯⋯⋯⋯⋯⋯⋯⋯⋯⋯⋯⋯⋯⋯⋯⋯⋯⋯(113)

第二节 邮件运输⋯⋯⋯⋯⋯⋯⋯⋯⋯⋯⋯⋯⋯⋯⋯⋯⋯⋯⋯⋯⋯⋯⋯⋯℃114)

第三节 日本浪人走私活动⋯⋯⋯⋯⋯⋯⋯⋯⋯⋯⋯⋯⋯⋯⋯⋯⋯⋯⋯⋯(114)



目． 录 3

第四节 国共南北通航易货⋯⋯⋯⋯⋯⋯⋯⋯⋯⋯”：⋯⋯⋯⋯⋯⋯⋯⋯⋯(115)

第五节 其它运输⋯⋯⋯⋯⋯⋯⋯⋯⋯⋯⋯⋯⋯⋯⋯⋯⋯⋯⋯⋯⋯⋯⋯⋯(116)

第四章 旅客运输⋯⋯⋯⋯．．．⋯⋯⋯⋯⋯⋯⋯⋯⋯⋯⋯⋯⋯⋯⋯⋯⋯⋯⋯⋯⋯(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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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济技术指标⋯⋯⋯⋯⋯⋯⋯⋯⋯⋯⋯⋯⋯⋯⋯⋯⋯⋯⋯⋯⋯⋯⋯⋯(121)

第一节 港口吞吐量⋯⋯⋯⋯⋯⋯⋯⋯⋯⋯⋯⋯⋯⋯⋯⋯⋯⋯⋯⋯⋯⋯⋯(121)

第二节 劳动生产率⋯⋯⋯⋯．一．j“五_⋯⋯⋯⋯⋯⋯⋯⋯⋯⋯⋯⋯⋯⋯⋯·(126)

第三节 货运质量⋯⋯⋯⋯⋯⋯⋯⋯⋯⋯⋯⋯⋯⋯⋯⋯⋯⋯⋯⋯⋯⋯⋯⋯(128)
‘

第四节 工伤事故⋯⋯⋯⋯⋯⋯⋯⋯⋯⋯⋯⋯⋯⋯⋯⋯⋯⋯⋯⋯⋯⋯⋯⋯(128)

．第五节 成本与利润⋯⋯⋯⋯⋯⋯⋯⋯⋯⋯⋯⋯⋯⋯⋯⋯_⋯⋯⋯⋯⋯⋯(129)

第六节 装卸机械运用⋯⋯⋯⋯⋯⋯⋯⋯⋯⋯⋯⋯⋯⋯⋯⋯⋯⋯⋯⋯⋯⋯(130)

第七节 火车在港停留时间⋯⋯⋯⋯⋯⋯⋯⋯⋯⋯⋯⋯⋯⋯⋯⋯⋯⋯⋯⋯(131)

第八节 船舶在港停泊时间⋯⋯⋯⋯⋯⋯⋯⋯⋯⋯⋯⋯⋯⋯⋯⋯⋯⋯⋯⋯(132)

第九节 装卸工人装卸工作⋯⋯⋯⋯⋯⋯⋯⋯⋯⋯⋯⋯⋯⋯⋯⋯⋯⋯⋯⋯(133)

第六章 与秦皇岛港有进出口贸易关系的世界各国(地区)港口⋯⋯⋯⋯⋯⋯⋯(135)

第三篇 港口服务

第一章 外轮代理⋯⋯⋯⋯⋯⋯⋯⋯⋯⋯⋯⋯⋯．．=⋯⋯⋯⋯⋯_⋯⋯⋯⋯⋯⋯(138)

第一节 代理关系的建立⋯⋯⋯⋯⋯⋯⋯⋯⋯⋯⋯⋯⋯⋯⋯⋯⋯⋯⋯⋯⋯(138)

第二节 代理业务⋯⋯⋯⋯⋯⋯⋯⋯⋯⋯⋯⋯⋯⋯⋯⋯⋯⋯⋯⋯⋯⋯⋯⋯(139)

第三节 代理业务指标⋯⋯⋯·：⋯⋯⋯⋯⋯⋯⋯⋯⋯⋯⋯⋯⋯⋯⋯⋯⋯⋯·(139)

第二章 外轮理货⋯⋯⋯⋯⋯⋯⋯⋯⋯⋯⋯⋯⋯⋯⋯⋯⋯⋯⋯⋯⋯⋯⋯⋯⋯⋯(140)

第一节 理货关系建立与管理⋯⋯⋯⋯⋯⋯⋯⋯⋯⋯⋯⋯⋯⋯⋯⋯⋯⋯⋯(140)

第二节 理货计数与签证⋯⋯⋯⋯⋯⋯⋯⋯⋯⋯⋯⋯⋯．．．⋯⋯⋯⋯⋯⋯⋯(141)

第三辊一理货效益一=一!·世⋯⋯⋯⋯⋯⋯⋯⋯⋯⋯⋯⋯⋯⋯⋯⋯⋯⋯⋯”∥一(-142)
第三章 外轮其它服务⋯⋯⋯⋯⋯⋯⋯⋯⋯⋯⋯⋯⋯⋯⋯⋯⋯⋯⋯⋯⋯⋯o⋯(143)

第一节 船舶燃料油、淡水供应⋯⋯⋯⋯⋯⋯⋯⋯⋯⋯⋯⋯_⋯⋯⋯⋯⋯⋯(143)

第二节 船舶物资供应⋯⋯⋯⋯⋯⋯⋯⋯⋯⋯⋯⋯⋯⋯⋯⋯⋯⋯⋯⋯⋯⋯(143)

第三节 国际海员俱乐部⋯⋯⋯⋯⋯⋯⋯⋯⋯⋯⋯⋯⋯⋯⋯⋯⋯⋯⋯⋯⋯(144)

第四节 外轮航次修理⋯⋯⋯⋯⋯⋯⋯⋯⋯⋯⋯⋯⋯⋯⋯⋯⋯⋯⋯⋯⋯⋯(145)

第四章 引航系泊⋯⋯⋯⋯⋯⋯⋯⋯⋯⋯⋯⋯⋯⋯⋯⋯⋯⋯⋯⋯⋯⋯⋯⋯⋯⋯(一146)

第一节 引水规定⋯⋯⋯⋯⋯⋯⋯⋯⋯⋯⋯⋯⋯⋯?⋯·：⋯⋯⋯⋯⋯⋯⋯⋯(146)

第二节 引航服务⋯⋯⋯⋯⋯⋯⋯⋯⋯⋯⋯⋯⋯⋯⋯⋯⋯⋯⋯⋯⋯⋯⋯⋯(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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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引领系泊效益‘⋯⋯⋯⋯⋯⋯⋯⋯⋯⋯⋯⋯⋯⋯⋯⋯⋯⋯⋯⋯⋯一(148)

第五章 武装保卫⋯⋯⋯⋯⋯⋯⋯⋯⋯⋯⋯⋯⋯⋯⋯⋯⋯⋯⋯⋯⋯⋯⋯⋯⋯⋯(151)

第一节 人民武装⋯⋯⋯⋯⋯⋯⋯⋯⋯⋯⋯⋯⋯⋯⋯⋯⋯⋯⋯⋯⋯⋯。⋯·．(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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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基层单位组织机构⋯⋯⋯⋯⋯⋯⋯⋯⋯⋯⋯⋯⋯⋯⋯⋯⋯⋯⋯⋯。(167)

第四章 人 事⋯⋯⋯⋯⋯⋯⋯⋯⋯⋯⋯⋯⋯⋯⋯⋯⋯⋯⋯⋯⋯⋯⋯⋯⋯⋯(191)

第一节 局(经理处)级领导人⋯⋯⋯⋯⋯⋯⋯⋯⋯⋯⋯⋯⋯⋯⋯⋯⋯⋯⋯(191)

第二节 中层领导干部·j⋯⋯⋯⋯⋯⋯⋯⋯⋯⋯⋯⋯⋯⋯⋯⋯⋯⋯⋯⋯⋯·(197)

、

第五篇 企业管理 ’、
．j．

第一章 生产管理⋯⋯⋯⋯⋯⋯⋯⋯⋯⋯⋯⋯⋯⋯⋯⋯⋯⋯⋯⋯⋯⋯⋯⋯⋯·：·(202)

第一节。生产调度管理⋯⋯⋯⋯⋯⋯⋯⋯⋯⋯⋯⋯⋯一⋯⋯⋯⋯⋯⋯⋯⋯’(202)

第二节 商务货运管理⋯⋯．．．⋯⋯⋯⋯⋯⋯⋯⋯⋯⋯⋯⋯⋯⋯⋯”⋯⋯⋯”(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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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管理⋯，．．⋯⋯⋯⋯⋯⋯⋯⋯⋯k⋯⋯_⋯⋯⋯·’_⋯⋯⋯．(233)

．第四节 审计管理⋯⋯⋯⋯⋯⋯⋯⋯⋯⋯⋯一⋯⋯⋯⋯⋯‰⋯⋯⋯⋯⋯·．⋯．(246)

第五节 物资供应管理⋯⋯⋯⋯⋯⋯⋯⋯⋯⋯⋯⋯⋯j“⋯⋯⋯⋯⋯··。⋯⋯(248)

第六节 基础工作管理⋯⋯⋯⋯⋯⋯⋯⋯⋯⋯⋯⋯⋯⋯⋯⋯⋯⋯⋯⋯⋯⋯(254)

第七节 现代化管理．⋯⋯⋯⋯⋯⋯⋯⋯⋯⋯⋯⋯⋯⋯⋯⋯⋯⋯⋯⋯⋯⋯⋯(270)

第三章 基本建设管理⋯⋯⋯⋯⋯⋯⋯⋯⋯⋯⋯⋯⋯⋯⋯⋯⋯、．⋯⋯⋯⋯⋯⋯·(278)

第一节 规划管理⋯⋯⋯⋯⋯⋯⋯⋯⋯⋯⋯⋯⋯⋯⋯⋯⋯⋯⋯⋯“⋯⋯_(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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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六篇 公共关系
一

●

‘

第一章 国内关系⋯⋯⋯⋯⋯⋯⋯⋯⋯⋯⋯⋯⋯⋯⋯⋯⋯⋯⋯⋯⋯⋯⋯⋯⋯⋯(346)

．第一节 与国内港口关系．⋯⋯⋯⋯⋯⋯⋯⋯⋯⋯⋯⋯⋯⋯⋯⋯⋯⋯⋯⋯⋯(346)

第二节 与国内路贸航关系⋯⋯⋯⋯⋯⋯⋯⋯⋯⋯⋯⋯⋯⋯⋯⋯‰⋯．．．．⋯(348)

第三节 与国内货主关系⋯⋯⋯··：⋯⋯⋯⋯⋯⋯⋯⋯⋯⋯⋯⋯⋯⋯⋯⋯⋯(352)

第四节 外贸驻秦单位．⋯⋯⋯⋯⋯．⋯⋯⋯⋯⋯⋯⋯⋯⋯⋯⋯⋯⋯⋯⋯⋯⋯(356)

第五节 与港澳台及其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关系⋯⋯⋯⋯⋯⋯⋯⋯⋯⋯⋯⋯(357)

第六节， 与地方关系⋯⋯⋯⋯⋯⋯⋯⋯⋯⋯⋯⋯⋯⋯⋯小⋯⋯⋯⋯⋯⋯⋯‘(359)

第七节 国内互相考察、访问和慰问⋯⋯⋯⋯⋯⋯“⋯⋯g g,mg@⋯⋯⋯⋯⋯⋯(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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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承办会议及其他⋯⋯⋯⋯⋯⋯⋯⋯⋯⋯⋯⋯⋯⋯⋯⋯⋯⋯⋯⋯⋯(363)

第二章 国外关系⋯⋯··’⋯⋯⋯⋯⋯⋯⋯⋯⋯⋯⋯⋯⋯⋯⋯⋯⋯⋯⋯一：⋯⋯⋯·(366)

第一节 缔结友好港口⋯⋯⋯⋯⋯⋯⋯⋯⋯⋯⋯⋯⋯⋯⋯⋯⋯⋯⋯⋯⋯-·’(367)

第二节 外宾访问⋯⋯⋯⋯⋯⋯⋯⋯⋯⋯⋯⋯⋯⋯⋯⋯⋯⋯?⋯⋯⋯⋯⋯”(369)

第三节 日元贷款⋯⋯⋯⋯⋯⋯⋯⋯⋯⋯⋯⋯⋯⋯．．．⋯⋯⋯⋯⋯⋯⋯⋯{374)

第四节 出国工作、学习⋯⋯⋯⋯⋯⋯⋯⋯⋯⋯⋯⋯⋯⋯⋯⋯⋯⋯“⋯⋯⋯·(375)

第五节 劳工输出⋯⋯⋯⋯⋯⋯⋯⋯⋯⋯⋯⋯⋯⋯⋯⋯⋯⋯⋯⋯：⋯⋯⋯··、(379)

第六节 其他涉外事件⋯⋯⋯⋯⋯⋯⋯⋯⋯⋯⋯⋯⋯⋯⋯⋯⋯⋯⋯⋯⋯··j(380)

第三章 各级领导(政要)来港⋯⋯⋯⋯⋯⋯⋯⋯⋯⋯⋯⋯⋯⋯⋯⋯⋯⋯．．．⋯⋯·(381)

第一节·近代政要名人⋯⋯⋯⋯⋯⋯⋯⋯⋯⋯⋯⋯⋯⋯⋯⋯⋯⋯‰⋯⋯⋯(381)

第二节 中央主要领导人⋯⋯⋯⋯⋯⋯⋯⋯⋯⋯⋯⋯⋯⋯⋯j⋯一⋯_⋯一(382)

’第三节 中央其他领导人⋯⋯⋯⋯⋯⋯⋯⋯⋯⋯⋯．．．．：·j⋯⋯⋯一⋯⋯⋯⋯(384)

第四节 部、省级领导人⋯⋯⋯⋯⋯⋯⋯⋯⋯⋯⋯⋯⋯⋯⋯⋯v．，．⋯⋯⋯i：⋯(389)

、第五节 其他知名人士⋯⋯⋯⋯⋯⋯⋯⋯⋯⋯⋯⋯⋯⋯⋯⋯⋯⋯⋯⋯⋯⋯(391)

第七篇’ 港口]in T。

第一章 职工队伍⋯⋯⋯⋯⋯⋯⋯⋯⋯⋯⋯⋯，⋯⋯⋯⋯⋯⋯⋯⋯⋯⋯．．．．．．．⋯⋯(392)

第一节 职工地位⋯⋯⋯⋯⋯⋯⋯⋯⋯⋯⋯⋯⋯⋯⋯⋯⋯⋯⋯⋯⋯⋯⋯⋯(393)

‘第二节 职工构成⋯⋯⋯⋯⋯⋯⋯⋯⋯⋯⋯⋯⋯⋯⋯⋯⋯·：⋯⋯·．⋯⋯：⋯··(395)

第三节 职工考核⋯⋯⋯⋯⋯⋯⋯⋯⋯⋯⋯⋯⋯⋯⋯⋯⋯小．⋯一“⋯⋯’⋯·(399)

第四节 职工奖惩⋯⋯⋯⋯⋯⋯⋯⋯⋯⋯⋯⋯⋯⋯⋯⋯⋯⋯⋯⋯⋯，⋯⋯⋯(403)

第二章·职工教育⋯⋯⋯⋯⋯⋯⋯⋯⋯⋯⋯⋯⋯⋯⋯⋯⋯⋯⋯⋯“⋯⋯⋯⋯⋯·(404)

。第一节’教育结构⋯⋯⋯⋯⋯⋯⋯⋯⋯⋯⋯⋯⋯⋯⋯⋯⋯⋯⋯⋯’⋯⋯⋯⋯(405)

第二节 职工初等教育⋯⋯⋯⋯⋯⋯⋯⋯⋯⋯⋯⋯⋯⋯⋯?一．⋯⋯⋯⋯·：：⋯’’(406)

第三节 职工中等教育⋯⋯⋯⋯⋯⋯⋯⋯⋯⋯⋯⋯⋯⋯⋯⋯⋯⋯⋯⋯⋯⋯(406)

第四节 职工学历教育⋯_⋯⋯⋯_⋯⋯⋯⋯⋯⋯⋯⋯⋯⋯⋯⋯⋯⋯⋯⋯·(407)

第五节 职工培训⋯⋯·：⋯⋯⋯⋯⋯⋯⋯⋯⋯⋯⋯⋯⋯⋯⋯⋯⋯⋯⋯⋯⋯?(408)

第六节一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410)

第三章 职工生活⋯⋯⋯⋯⋯⋯⋯⋯⋯⋯⋯⋯⋯⋯⋯⋯⋯⋯⋯··j．：．⋯⋯⋯·：⋯··(412)

第一节 职工工资⋯⋯⋯⋯⋯⋯⋯⋯⋯⋯⋯⋯⋯⋯⋯⋯⋯⋯⋯⋯⋯⋯o⋯(412)

第二节 职工保险⋯⋯⋯⋯⋯⋯⋯⋯⋯⋯⋯⋯⋯⋯⋯⋯⋯⋯⋯⋯⋯⋯⋯⋯，(419)

第三节 职工住房‘⋯⋯⋯⋯⋯⋯⋯⋯··：⋯⋯⋯⋯⋯⋯⋯：、⋯·‘．．．⋯⋯⋯·：⋯·，(423)

第四节 生活福利⋯⋯⋯⋯⋯⋯⋯⋯⋯：j⋯出⋯⋯⋯⋯·’：o⋯⋯⋯⋯⋯⋯”(426)

． 第五节 医疗卫生⋯⋯⋯⋯⋯⋯⋯⋯⋯⋯⋯⋯⋯⋯⋯⋯：、⋯⋯··’⋯⋯⋯⋯⋯(428)

第四章 职工文化⋯⋯⋯⋯⋯⋯⋯⋯⋯⋯⋯⋯．．．⋯⋯⋯⋯⋯⋯⋯“⋯⋯⋯⋯⋯·(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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