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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毕节地区志·劳动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记述毕节地区劳动工作建立和发展过

程。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区内各级政府均未设立专门的劳动管理机构，劳

动工作资料缺乏，只略述；主要记述解放后毕节地区劳动工作，下限至1999年。

三、鉴于地、县劳动工作主要是贯彻执行中央及省的有关政策、法规，故在史

实的记述中，部分篇章侧重于中央及省颁行的劳动工作政策、法规和规定在本地

区贯彻执行情况。 ．

四、统计数字以地区统计局资料为主，劳动就业、劳务输出等统计资料以地区

劳动局资料为主。

五、本志记述的空间为毕节地区现行政区范围，以属于全地区劳动工作的全

貌及大事为记载主体。地区原所辖水城县的资料不再列入本志记述；不能剔除的，

注明“含水城"字样。 。

六、志书中“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11月下旬毕节解放为界限，之前为

解放前，之后为解放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

《毕节地区志·劳动志》横跨毕节地区数百年历史，以详实的史料记述上自

明清时期，下至1999年毕节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形成和发展状况。

作为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保障事业，其在毕节地

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清晰地折射出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r| __

毕节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苍桑巨变的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初仅有寥寥无几

的手工作坊工人，到20世纪末有10万之众的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从统包统配的

固定用工制，到市场调节的劳动合同制；从城乡分割的从业状况，到60万农村劳

动力外出进城务工；从平均主义色彩浓重的计划工资分配制，到市场调节和企业

自主的工资分配制；从政府和企业包揽的养老保险体制，到建立国家、企业和个人

共同负担的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制度，乃至随之而起的失业和医疗保险社会统筹。

这些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形成和发展的史实，从一个侧面佐证毕节地区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的发展，经历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

变革，走过一条艰难而曲折但却十分辉煌的里程。今天的劳动保障行政管理，与计

划体制下的劳动保障行政管理相比，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概念。它不仅仅需要继

续打破就业制度方面的统包统配和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还需要努力不断工

作，增加劳动保障在劳动管理中的比重，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大

支柱。劳动保障事业的发展，需要劳动保障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而体制的创新离

不开继承，要我们认真研究劳动保障工作的历史，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

不断推动全地区劳动保障事业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断改革和完善劳动保障行政管理体

，这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党和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广大劳动者和广大职工群众服务的根本宗旨。纵观《毕

地区志·劳动志》，不仅通篇体现这一宗旨，而且通篇展示几代同仁为这一宗旨

勤奋耕耘的心血和汗水。站在时代的今天，回顾昨天，当你手捧志书而掩卷冥思

时，难道你会不为之动情?

半个世纪的毕节地区劳动保障工作，为毕节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毕节地区历届各级党委和政府、劳动保障部门、社会各

和广大干部职工以及广大劳动者共同努力并为之奋斗的结果，他们的业绩，将

与《毕节地区志·劳动志》一起，永垂史册。

本书编写的筹备工作前后10余年，执笔撰稿历时两年多。可谓“十年磨一

剑"。在此，谨向参加编写的人员和所有关心支持本书编写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表

示谢意。

毕节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吴道贵

2003年4月



广奄一l

概 述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面积26853平方千米，辖毕节市和大方、黔西、

金沙、织金、纳雍、赫章县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1999年，全地区总人口

653．24万人，其中有彝、回、苗、白、布依、仡佬、侗等30多个少数民族167万人，约

占总人口的26％。

Li

毕节地区的工业生产，最早可追溯到明清时期。明代，境内已有采矿、冶炼、铸

造等工矿企业。清康熙至嘉庆年问，大小铅锌厂(矿)遍及全境，从业者达万余人，

每年外运铅锌360""780万斤。同时清廷在毕节设宝黔局，铸造通宝制钱(方孔小

钱)，供贵州全省流通使用。清代，栽桑养蚕及缫丝技术、棉纺技术相继传人境内，

促进纺织业发展。到民国时期，除纺织业外，卷烟、石印、漆器等行业也有所发展，

但均为手工业作坊或个体手工业。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暴涨，

民不聊生，境内手工业作坊陷入困境。据1949年统计，全专区手工业作坊仅存11

户，从业人员172人，加上农村以农兼手工业形式出现的铁、木、竹、石、泥匠和面、

粉、油、豆腐房，从业人员不过1．6万人。

明清和民国时期，矿山和手工业作坊的劳动条件恶劣，劳动报酬微薄，官府未

设专职劳动管理机构，劳动工作无人过问。出现劳资纠纷，官府对工人采取高压措

施，工人生活没有保障。民国36年(1947年)5月，毕节《西黔日报》社印刷厂工人

罢工，抗议厂方克扣工资，贵州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勒令停办

《西黔日报》，致使员工失业。

解放后，毕节地区逐步建立和完善劳动管理机构。1952年12月，毕节专署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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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劳动科，专职管理劳动事务。各县政府也相继设立劳动科。以后，随着国民经济

的发展，劳动管理机构逐渐加强，劳动管理干部队伍不断扩大，地区和各县劳动科

在20世纪60年代后先后改为劳动局，内部分设室、科、股。到1999年末，全地区有

地、县、市劳动局(人事劳动局)9个，专职劳动管理干部320人。
、

解放后，毕节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十分关心就业问题。解放初，对旧政权机构

中的人员采取“团结改造，量才录用"的方针，大部分继续留用，对3000多名公营

业机构人员、中小学教职工、卫生人员基本上“包下来"。同时通过干部学校培训等

办法吸收近千名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作。1952年，按照政务院《关于就业问题的决

定》，专区成立劳动就业委员会，各县建立劳动介绍所，清理失业人员，进行就业登

记，陆续安排就业。1953"-'1957年，全专区陆续新建一批小型地方国营工业企业，

解决城镇失业问题。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专区共安置15270人

就业。

1958年，全专区职工人数比上一年增6．05倍，大大超过生产建设需要和国家

财政负担能力。1959"--1962年间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

无法得到安置，劳动就业十分困难。
“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劳动就业造成

很大困难，城镇青年待业成为重大社会问题。10年中，除“三线’’建设重点企业按计

划招收部分城镇劳动力，部分下乡知青以民工形式参加修筑湘黔铁路以及少量补

充自然减员和退休职工子女顶替工作外，动员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主

要安置途径。全地区先后组织1．4万多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至1979年，全

地区城镇待业人员达37839人。是年，地区行署设立城镇待业人员安置领导小组

及办公室，具体负责城镇待业人员安置工作，并创办劳动服务公司；对安置待业人

员为主的集体企业实行税收优惠等相应政策措施。在1979""1981年3年中，全地

区共安置城镇待业青年35669人，其中上山下乡知青5934人，大大缓解就业的沉

重压力。

1985年，全地区城镇待业青年就业安置进入正常轨道。是年，按照国务院部署

进行劳动制度改革，废除退休工人子女顶替和内招职工子女的做法，实行劳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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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制。招工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

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全年安置待业青年8668人，其中合同工人占

29％，各类集体单位安置占41．7％，个体及自谋职业的占29．3％。

1979～1999年，全地区共安置城镇待业人员188264人，平均每年安置约

9000人：199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58％。

从1953年起，毕节专区按照省的安排，把职工人数的增减纳入国民经济发展

计划，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按增加职工计划，对劳动力进行统一招收、调配，作为劳

动力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工作中长期贯彻执行。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

划时期，全专区经济建设有较大发展，职工人数持续增长，到1957年末，职工人数

达27688人，比1952年末增加15276人，增长1．23倍，平均每年增加3000人左

右，基本适应当时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1958年经济建设“大跃进’’，全

专区职工人数急剧增加，仅1958年一年，职工人数从1957年末的27688人增至

197173人，增加167485人，增长6．05倍。其中工业、建筑业职工人数由1957年末

的4375人增到156287人，增加151912人，增长34．72倍，占职工总数的比重由

15．8％增到80．08％。大批农民由乡村向城镇转移，超过生产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农

业的负担能力。在1959"-"1962年的4年内，全专区停止从社会招工，并大量精简

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到1962年末，全专区职工减至48160人’，比1958年减少

147013人，职工人数与当时生产建设事业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至1965年末，全

专区职工人53285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区内生产停滞，企

业招工基本停止。1975年后，新增职工指标，首先安排家居城镇的复员退伍军人和

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地区职工人数稳步

增长，至1999年末，国有单位职工总数147441人，比1978年增加58990人，20年

增长40％。城镇集体单位和其他经济单位有职工22663人。

毕节地区的用工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实行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

度。解放初期，为使政治局势稳定和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全专区各级党委、政府遵

中央和省的指示精神，对旧军政人员及企业职工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给以生

出路；对大、中专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政策。1952年10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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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对失业问题主要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予以解决，不论劳动者

的劳动期限长短，一律不许随便开除和解雇，固定工制逐渐形成。1956年社会主义

改造完成后，全专区全民所有制单位占绝对优势，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基本上到

全民所有制单位当固定工，固定工成为企业单一的用工渠道。1958年，毕节专区根

据中央关于实行“两种劳动制度”的指示精神和省提出的在工业企业中打破新增

加的工人“只能进，不能出"的用人制度，实行“能进能出，亦工亦农，签订劳动合

同’’的用工制度。1964年，金沙、水城等县相继出台亦工亦农轮换工实施意见，区内

部分厂矿企业开始试点，水城矿区在毕节专区招收3300名亦工亦农轮换工，并签

订劳动合同。这一改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批判和否定，使固定工制进一步

得到强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地区开始改革用工制度，实行固定工、合同

工、临时工等多种用工形式，并积极推行劳动合同制。1984年，地区劳动人事局制

定《招收劳动合同制工人的试行办法》，开始在新招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试点。

次年，全地区新招工人普遍推行劳动合同制，同时，废止“内招"和子女顶替制度。

1988年，进一步深化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在部分企业进行搞活固定工制度的改革

试点，通过优化劳动组合、择优上岗、合同化管理等形式，把竞争机制引入职工内

部，起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到1992年，

全地区已有100多户企业实现优化劳动组合，有50多户企业推进风险抵押承包。

1993年，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毕节地区各级政府和

主管部门按照《条例》规定的“国家宏观调控，企业自主用工，多种形式并存，优化

劳动组合，全员劳动合同化管理”的改革目标，改革企业用工制度。是年，全地区有

124户企业实行优化劳动组合，参加组合的职工9068人。有6户企业实行全员劳

动合同化管理，与企业签订岗位合同的职工近2000人。到1997年末，全地区国有

企业已全部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化管理，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41610人，签订率

100％；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75．3％。

四

毕节地区职业技术培训始于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大定府在府城(今大方

县城)创办“国立初等农业学校"、“私立初等农业学校”传授种桑、养蚕和缫丝

术。民国时期亦有其他方面零星技术培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