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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蚌埠市委书记

寿

蚌埠市人民政府市长

傍_巧
甲子轮回，六秩迎庆。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市劳

动保障局组织编辑的《蚌埠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志》(1949--2009)出版了，

这是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最好献礼。

蚌埠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事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和着珠城

蚌埠解放、建设、发展、壮大、创新和腾飞的乐章走过了风雨六十年，伴随

着城乡人民的劳动就业、技能培训、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民生

民计相依服务了六十年。不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就业是

民生之本，社会保障是稳定之基，这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业。劳动就业和社

会保障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一个时期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从

一定层面上折射出这个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制

度和国家相关政策。六十年来我市劳动保障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始终与国家政

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蚌埠市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同行。

《蚌埠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志》虽然是蚌埠市地方志的一部专志，但是它

缩影了国家六十年中劳动保障的政策沿革及其在一个地区的贯彻实施；真实

记载了蚌埠市解放后第一届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六十年中，劳动就业和社会

保障的重大历史事件、机构演变、制度沿革等全部进程，再现了企业和社会

的劳动、工资、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安全保护等涉及国计民生的法律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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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政策和规章的实施，体现了党和政府发展生产力、完善生产关系的社会经

济管理职能，彰显了一个城市促进人与社会、人与经济和谐发展的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

以史为鉴，知兴衰、明得失、辨是非。历史进程中政策的演变和发展，

与今日政策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可观照而不可分。志书系统地收集、整理、

考察和研究了伴随蚌埠经济社会发展了60年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的

历史沿革，可以说这是一部较为全面的资料性工具书，它从一个侧面满足了

广大干部职工了解劳动保障政策和认识市情的需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个国家的实际是国情，一个市的实

际是市情。我们在蚌埠这块土地上进行现代化建设，既要了解历史，认清过

去，也要了解现状，发挥优势。认清市情，这是建设蚌埠、解决影响蚌埠发

展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编撰《蚌埠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志》，为研究蚌埠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促进经济腾飞做

了一件扎扎实实的工作，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我市的工业几乎与城市同时诞生，素有安徽老工业基地、皖北商贸重镇

之位，劳动就业容量较大。今天的蚌埠，经过解放六十年来的发展，商贸业

市场兴旺，加工业门类齐全。今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可望超过500亿元，是建

国初期的300倍左右。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经济总量不断攀升，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企业实力

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为全市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

，立、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就业状况不断改善，全社会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显著提高。例如2009年，受国际金融

危机和国内外环境严峻复杂的影响，我市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困难考验。但

市委市政府把握宏观大局，狠抓经济发展，强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市深入

实施28项民生工程，多渠道筹措资金11．5亿元；为10万企业离退休人员

调增了养老金，每月养老金发放达1．1亿元；降低了四类社会保险基金征缴

率共2个百分点，为500多户企业及8万多个体参保人员减轻负担8000多

万元；强力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拉动了就业，预计全年新增城镇就业3万多

人，安置下岗失业人员1．8万人以上，等等。这一系列坚定有力的措施，有

效地保持了就业局势稳定和社会和谐。蚌埠大发展、大改革、大开放的蓄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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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局面已经形成。类似这样关乎政治、涉及经济、促进和谐的民生问题，

在志书中均有真实记载。综上而言，《蚌埠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志》的编撰与

。发行，承载了今人对蚌埠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史实的景仰与尊重、继往与开

来，同时也传承给后人评判与借鉴、创新与发展。相信全市城乡经济的大发

展，必将带动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大发展。希望蚌埠市劳动就业社会

保障各项工作继续开拓创新、升级提速、服务大局，希望全市劳动保障战线

广大同志再接再厉、保障民生、铸写新篇，为促进蚌埠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

社会再做贡献。

二OO九年十月十八日



凡例

凡 例

一、《蚌埠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志》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实事求

是记述蚌埠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系统党政事业机构建立、发展、职能转换等方

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叙、述、记、志、表等形式，以志为主。全志按“横排

门类、纵写史实”的原则，以篇、章、节、一、(一)、1、(1)体连贯。本

志除大事记和附录外，分7篇27章99节。

三、本志断限上至1949年10月5日市劳动局成立起，下至2008年12

月31日。但对有些事物为了追溯起源后续，上下限时问适当延长。大事记

和干部任职时间记述到2009年9月底。

四、记述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的蚌埠市为限，包括所辖怀远、五河、固

镇三县。凡不包括三县的，在文中写明市区。

五、本志采用记述体、语文体，以叙为主，基本不议。大事记以编年体

为主。

六、机构负责人，既列正、副实职，也列虚职。机构负责人更迭表中，

正、副县级机构的副职排列与正职相对应，科以下副职则按时间先后排列。

干部任职时间查证资料不详的以?代记。

七、历史纪年，清代、民国均用当时纪年，括靛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所用数字，原则上以市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如统计部门缺

项，则使用有关部门资料。

九、本志所录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劳动模范、记功、嘉奖等，只限于

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局)工作期间市级以上机关授予的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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