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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劳动志》与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市劳动工作战线上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要感谢《绵阳市劳动志》编辑组同志们

的亭勘工作和为编写此书而出过力的所有同志。 ．．： ，=!

这本志书，主要记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市劳动工作的历

史与现状。它包括劳动就业，技工培训，劳动调配，工资奖励，

劳动保险，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等各个方面，史料翔实，内容丰

富。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价值，值得一读。

建国四十年来，特剔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劳动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但是，它也同整个经济工作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

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

步接受实践的检验，从实践上理论上进一步深入地探讨。

历史事实证明，劳动工作是一项重要工作。它既关系刭广太

劳动者当前的切身．；f!l益，又关系到广大劳动者长远的整体利益

一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剜安定团结。在我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排除靠左黟和右的干扰，解放思想，事实

求是，结合实际，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劳动工作方针和原

则，认真做好各项劳动工作，既有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 、

性，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推动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又有利于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



上，不断地扩大劳动就业，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改善劳动条

件，保护劳动者在生产建设中的安全和健康，意义十分重大。

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劳动工作任重道远，是一项大

有作为的事业。从事过劳动工作的同志，有些已经离休、退‘休

了，有的也即将离休，退休，众多的中膏年同志还在继续工作，

以后还将陆续补充新的力量。这本志书，不仅是对本市劳动工作

的全面回顾，也是对广大劳动工作者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历史的

记录。书中记载的大量史实和经验教训，为现在和今后从事劳动

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大家如能用心阅读此书，

并认宾加以研究，对做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劳动工作必

会大有裨益。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新的历史时期，

劳动工作将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地改革创新，开拓前进，谱写

新的篇章，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为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l

囊樟煜

一九九0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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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绵阳市境域劳动工作的

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一般为1949年，个别章节上溯至民国和清末，

下限断至1989年。

三，本志按劳动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其主要工作职能设章，章

下设节，节下根据需要设目，依章，节，目竖写。

四、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

主。

五，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绵阳等县尚未解放的实际

情况，本志表述时间一般不用“建国前"，“建国后弦字样，而

用“解放前"，“解放后黟表述。

六，本志地域范围主要是以绵阳市现辖的县(市，区)范围

进行记述，但为全面反映当时的劳动工作情况，在记述原绵阳专

(地1区的事件时，仍以原地域范围进行记述。

七，本志地名和机构名称，用当时称谓。机构名称和职务名

称字数较多的，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以下酌情使用简称。

八，本志资料主要采自绵阳市档案馆和市劳动局机关档案

室，少量采自知情人员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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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人类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的活动，叫做劳动。处理人们在社

会劳动中彼此关系及有关问题的工作，叫做劳动工作·劳动工作

是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

解放前，现绵阳市所辖的8个县L市，区)和全国许多地方一

样，由于经济落后，政治腐败，政府基本上没有对社会劳动进行

管理。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从绵阳专区到建

立地级绵阳市，从政府到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都设有劳动工作部

门，逐步加强了对社会劳动的管理。劳动工作随之有了新的发

展。 ．

．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工作，从广义上讲，涉及到国民经济

的各个方面，凡是有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地方，都有劳动工

作。在我国，劳动部门的职能主要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综

合管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劳动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

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加强了对整个社会劳动力的统筹协调工

作。 ．

解放40年来，绵阳专区，地区、市劳动部门在不同时期，根据

职责分工，工作任务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在解放初的国民经济恢

复时期，主要工作是救济和安置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J处

理私营工商企业中的劳资争议，．进行安全生产检查等。第一个五

年计划开始后，主要工作是为工业，变通、基本建设等大规模经

济建设调配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协助有关部门培养技术工人，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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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按劳分配原则，改革工资制度，做好劳动保险，加强劳动保护

等工作。进入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劳动部门的工

作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主要是进行劳动就业制度，用工制度、工

资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各项劳动制度的改革，同时做好各项劳

动业务工作。劳动部门的工作任务日益繁重。

从绵阳专区到建立地级绵阳市，劳动部门主要进行了劳动就

业，劳动调配，技工培训、工资奖励、劳动保险，劳动保护和安

全生产等方面的工作，为企业和劳动者服务。

． 劳动就业是劳动部门的一项带有经常性的重要工作。解放

后，从人民政权诞生起，绵阳专区劳动部门就积极着手救济和安

置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就业。通过采取生产自救，以工

代赈、介绍就业、发给救济金等形式，到1954年底，全区专、县劳

动部门救济和安置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工人10000余人次，

发放救济款L旧人民币)2亿多元，到1958年失业问题基本解决。

50年代后期，在“大跃进’’和大办钢铁的影响下，劳动部门配合

有关部门，大量招用和抽调农村劳动力到工业战线，1958年底，

全专区工业劳动力达到982000多人，占了城乡劳动力总数的

239白，造成职工队伍增长过快和农业严重缺乏劳动力。为了改变

这种状况，1961年到1963年，全专区精简职工24万余人和压缩吃

商品粮人口近30万人，充实农业第一线劳动力。60年代中后期，’

由于“文化大革命黟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加之劳动就业形式单

一，渠道狭窄，城镇待业人员日益增多，根据毛主席“知识青年

到农村去力的号召，大量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和其他待业人员上山

下乡，至1978年底，全区共动员安置了142133名(其中包括吸收

安置外地知青40216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事农，林，牧业等

生产。这一做法，虽然暂时起到了减少城镇就业压力的作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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