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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主
口

江河奔泻，以海涵之;历史浩瀚，以史载之。故修志为国人传

统美德，既为传承历史，更为后人提供借鉴，劳动保障志亦不例外。

劳动保障志为地方志之重要篇章，根据广西区人民政府部署

和桂林市人民政府安排，前后两次编修地方志，我局高度重视，均

成立以局长为领导小组组长兼主编的写作班子，落实办公场地，抽

调相关人员，提供必需办公设备和工作经费，为本志的写作和编篡

提供了良好条件。特别是朱名华局长对修志工作高度重视和支

持，多次审核文稿，并提议将两志编篡为一书，促成了本书的结集

付印。

鉴于《劳动保障志》时间跨度长，内容广泛，要系统客观真实记

载我市劳动保障工作历史与现状，设计篇目、收集资料，编篡人员

有限，修志工作任务艰巨。由于局领导对修志工作高度重视和支

持，编寨人员爱岗敬业，专心修志，尽职尽责，不怕麻烦，不辞辛劳，

无论寒暑、晴雨都坚持上班，还经常加班加点，遍访市档案馆、市志

办、市统计局、市图书馆，本局各科室及二层机构、 12 县 5 城区，反

复查阅收集资料;为求资料真实可靠，组织召开劳动系统离退休老

同志座谈会，去伪存真;收集和考证资料，力求编篡取舍得宜、避免

疏漏、偏颇。通过编寨人员共同努力，两届修志任务均按时完成文

稿，并通过市志办、广西区地方志编篡办专家的评审和肯定，精简

压缩合编人《挂林市志》公开出版发行。

本书为上报市志办的原始稿，时间断限以 1949 年为上限，下限

断至 2005 年末，内容比较详细，现作为史料出版，在全市劳动保障

系统、局机关科室及局属二层机构内部发行，以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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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劳动创造了人

和人类社会。挂林是我国南方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远至古代就

开始有手工业生产，以纺织、陶瓷、酿造、雕刻、采矿、冶炼等较为发

达。

桂林近代产业工人是从民国 5 年 (1916 年)由富商集资创办

"桂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形成的。抗日战争前夕，公、私营工

厂仅有 21 家，规模小，设备落后。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部分工

厂内迁，挂林工业剧增至 124 家，员工 m∞余人。手工业发展到

7∞多家，从业人员及工人 45∞余人。日本侵略军占领挂林后，这

些工厂能再迁的又往西迁，不能搬迁的也在挂林大火中付之一炬。

1948 年 4 月统计，全市较有规模的公、私营工厂仅剩 22 家，员工

415 人。 1949 年 11 月解放接管挂林时，大小工厂也只有 41 家，其

中公营 4 家，民营 37 家，职工 949 人。国民党统治时期，生产萎缩，

通货膨胀， 1948 年，桂林生活费指数较战前高 10 余倍。全市元业

者1. 5 万余人，占已达职业年龄市民的 14% 。

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保证公民劳动就业的权利，

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专设劳动管理机构。 1950 年 2 月，市人民政府

设立劳动科，同年 12 月改组为劳动局。

解放初期，桂林市失业问题严重，全市各类失业人员达 7500 余

人。而对大量失业人员，政府一方面办理失业工人救济，一方面采

取介绍就业与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安置。到 1952 年底，通

过政府介绍就业，组织合作社生产自救，以工代赈、转业训练、动员

还乡生产等办法，共安置失业人员 7000余人。同时，着手研究解决



桂林市劳动志

工人劳动报酬问题， 1949 年 12 月召开的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作出

决议，决定给低工资收人提高工资。 1952 年接着进行工资改革，统

一以工资分为工资的计算单位，企业工人实行 8 级工资制，职员实

行职务等级工资制。

1953 年起，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招收新工人，职

工队伍迅速扩大， 1957 年未，全市职工达1. 4 万人，比 1950 年增长

1. 9 倍。 1956 年和 1957 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政策规定，分

别对全民所有制和公私合营企业职工工资进行改革，取消工资分

制度和物价津贴制度，直接以货币形式规定工资标准，统一改进了

工人工资等级制度和企业职员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推行计件工

资制和奖励工资制。通过改革，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工资由

1952 年的 384 元增长到 1957 年的 554 元，平均年递增 6.3%。全市

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职工也开始建立劳动保险制度。抓好劳

动保护的基础工作，贯彻国务院关于《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

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格》等规章制

度。

1958 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企业盲目增加职工 ，劳动计划

失控，当年一年就增加职工1. 85 万人。 1959 年确定精减职工，上

半年减少了一部分人，下半年开始反右倾，年末不仅没有减少，反

而增加了 5棚多人。到 1则年底，全市全民所有制职工猛增至

4.15万人，比 1957 年增长 196% ，使 19ω 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

资下降到 477 元，比 1957 年降低 14% 0 1958 年全民工业企业全员

劳动生产率比 1957 年下降到.1% ，企业安全规章制度得不到贯彻

执行，伤亡事故有所增加。

1961 至 1963 年，国家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桂林市精减职工1. 5 万余人，这对国民经济的顺利调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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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作用。 1964 年推行固定工和临时工、合同工并存的用工制

度，在部分企业和郊区进行"亦工亦农"的试点工作。从 1962 年起，

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 1965 年，动员知

识青年到国营农、林、渔场插场和到农村插队约 22∞多人。举办半

工半读学校，开展职业技术培训，适当改进职工工资等级制度，给

部分职工进行升级。恢复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开展对

锅炉压力容器进行监察、检验和安全管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桂林市劳动工作受到了冲击。"两种劳动

制度"被批判，把"多用临时工，少用固定工"当成是修正主义。因

此，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等多种用工形式被取消。 1叨2 年，全市

把1. 3 万多名临时工改为固定工，使多种用工制度成为单一的固定

工制度。按劳分配原则被否定，把狡件工资、奖励工资等当作"物

质刺激"、"金钱挂帅"全部取消。 1976 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墙均工资

比 1966 年下降 4.3% ，半工半读学校被撤销，职业技术培训中断。

劳动保护规章制度被视为"管、卡、压而全面否定。国民经济出

现了停滞状态，待业人员剧增，只好将 3.5 万名城镇知识青年动员

上山下乡。

粉碎"四人帮"以后，劳动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1978 年，国

家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城镇高、初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不

再动员上山下乡，大批下乡青年返城。 1归8 年末，全市待业青年达

2.35 万人，就业问题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19朋年，中共挂林市

委、市人民政府为了做好就业安置，决定成立和健全劳动就业领导

小组，组建劳动服务公司，根据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的特

点，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以旅游业为导向的第三产业，扶持劳服企

业和乡镇企业，发展个体经营，广开就业门路。至 1蜘年，全市共

安置 8.68 万人就业，待业率由 15.91%下降到 2.ω%。改革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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