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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写地方志确实是一件承上启下，既有长远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现

实意义的大事。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

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丰台区劳动志》从1991年1 1月开始编修，到1996年底胜利完

成。开始由局长李令俊同志主持，李伯琪同志参预领导，他们做了许多

具体工作。1992年5月，我接替李令俊同志任局长时，劳动志已经写出

初稿，但结构不甚合理。资料不够翔实，文字也比较粗糙。为了提高志

书质量，我们邀请区志办公室和区计委主持修志的几位老同志，进行认

真评审，并根据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进行修改和补充，最后又请白钺同

志在文字上把关审定。现在终于编印成册，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完

成了二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丰台区劳动志从丰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科学的社会分工，全

书共设10章，约2万字，包括大事记、劳动管理机构、劳动力管理、劳动

计划调配、职业培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资与保险福利、劳动保护、

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劳动争议处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按照时间

顺序，全面地、系统地、真实地反映了丰台地区劳动工作的演绎和发展

过程。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编写人员广泛收集材料，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地反映客观实际，希望能为后人留下一部系统的、科学的、翔实的史

料。同时，也力求为现实服务，希望能为劳动工作者、计划工作者、宏观

经济管理者，以及各级领导起到“温故而知新”、“无声参谋”的作用。当

然，由于历史阶段较长，档案资料不全，以及写作水平等限制，难免有不

尽人意之处。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区志办公室、区计委等有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参加编写工作的李宇丰等同志收集了大量资料，认真编写，

反复修改，付出了辛勤劳动，劳动局各有关科室为编写提供了许多资

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丰台区劳动局局长 鲍J顿新



凡 例

一、《丰台区劳动志》系统地记述了丰台地区劳动工作的历史和现

状，以达到存史、资政、启迪后人的目的。

二j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循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理论，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三、本志编纂的原则是：坚持实事求是，如实记述；详近略远，立足

当前；突出时代特点，着重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劳动工作的发

展变化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的作用。

四、本志使用语体文，根据劳动工作的特点，横分门类，纵述历史，

全志共10章，采用记、志、录、表等形式，力求文字简洁、朴实、严谨。

五、本志的起止时间，上限基本上从1949年北平解放开始，个别章

节为记述完整，适当上延，下限一律到1990年底。

六、本志所采用的资料，大部来自区档案馆≮劳动局档案室以及区

计委等有关部门，少数是通过走访、座谈等方式收集到的资料，为减少

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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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丰台区位于北京西南，东与朝阳区相连，南与大兴县接壤，西与房

山区、石景山区搭界，北与崇文区、宣武区、海淀区毗邻。总面积304．2

平方公里。区政府驻地丰台镇，直距天安门12公里。丰台区辖6个乡、

12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从1949年的172，000人发展到1990年的

695，000人。全区地形东西狭长，西北高，东南低，永定河把丰台区分为

东西两半，河东为冲积平原，河西为丘陵地区。境内铁路有京广、京山、

京原、丰沙等在此相会，为全国铁路重要交通枢纽。公路有京石、京开、

京津塘高速公路，以及北京三环、四环路通过。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丰台区在建国初期以农业为主，是首都的重要副食品基地之一。
盛产花卉，素有花乡之称。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境内先后

新建扩建一批现代化工业企业，如二七机车厂、二七车辆厂、铁道部丰

台桥梁厂、国营六一八厂等中央企业46户，职工58，600人；市属企业

287户，132850人；区属企业189户，47593人；乡镇企业1198户，

64180人。旅游、商业、服务业日益兴旺发达，一个开发建设中的新城区

正在崛起。

丰台区历史上大部属宛平县管辖。民国时期，宛平县政府根本没

有劳动管理机构o1948年12月，丰台地区解放，1949年1月，建立丰台

区人民政府，下设工商科，管理私营工商业，兼管劳动就业工作，1951

年工商科改名为工商劳动科o 1956年建立丰台区劳动力介绍所，1959

年工商、劳动分开，建立劳动科。1972年建立民政劳动局，1976年建立

劳动局。建国40多年来，丰台区的劳动管理机构，随着国民经济的发

展，劳动事业的扩大，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逐步发展，不断完善的过

程。劳动管理干部从建国初期只有1人分管，到1990年劳动局拥有17

个科室、115名专职劳动干部，担负着丰台区劳动管理的各项繁重任

务。



劳动就业与劳动力管理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解决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通货澎涨和大量

工人失业问题，市、区人民政府于1950年成立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

会”o区政府工商科根据“以工代赈为主，救济为辅”的原则，积极组织

丰台地区的失业工人开展生产自救。当时劳动管理工作的重点，主要

是解决劳动就业问题o 1952年，成立丰台区劳动就业分会，广泛开展对

失业无业人员的登记管理和介绍就业的工作。1956年，成立了“丰台区

劳动力介绍所”使劳动就业工作专业化、制度化。多年来，劳动力的管

理工作，本着“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广开门路，城乡并举”的方针，先城
镇，后农村，采取多种渠道，安置失业无业人员，使劳动者享有充分的劳

动权利，从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劳动管理部门，一方面做好劳动力的登记管理工作，充分掌握人力

资源，同时，做好招工介绍工作。1953年，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北京市劳

动局规定：“凡企业招用工人，实行劳动部门统筹管理，统一介绍，统一

调配的方针”。丰台区劳动部门根据各招工单位申报的增人计划和具

体要求，统一推荐介绍，招工单位经过劳动部门批准，也可单独组织招

工，但报考对象要经过劳动部门登记和介绍，招工单位不得擅自从社会

上招收人员。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90年，全区介绍招工数达

100，699人。除此以外，还有临时工转为固定工的工作，职工退休退职

或死亡子女顶替工作，复员退伍军人和军人家属的安置工作，国家建设

征地农转工的安置工作，以及部门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职工的调

剂和调动工作，包括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等等，都是政策性、群众性

很强的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劳动用工制度进行了改革，改变过去

由国家统一包揽的政策，拓宽就业渠道，允许自行就业从事个体经营活

动。丰台区劳动管理部门对个体经营实施监督管理，并通过各街道办

事处、乡人民政府劳动科负责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雇工登记、劳动合

同鉴证、劳动争议调解等劳动管理工作，从而扩大了就业门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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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到1990年，个体商业、服务、修理、饮食网点增加了3216个，个

体工商户发展到10071户、14467人。对广开就业门路，维护安定团结，

促进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就业门路，对职工进

行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都是十分重要的。丰台区劳动局于1954

年建立了职工技术培训学校，制定“关于实行先培训、后就业制度试行

办法”。以区劳动局职工技术培训学校为主体，各单位可以自办、联办

或委托代培。学习期满后，进行严格考核，合格者由区劳动局颁发“北

京市就业训练结业证书”。从1981年到1990年，共举办各类专业技术

培训班643期，累计培训待业人员33107人。经过培训，大部分待业人

员都得到了对口安置。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对在职工人的技术培训和

技术考核工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

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同我国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紧密相连的。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根据当时城市

人口迅速增长，就业压力日益加大，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兴起的国

情而提出来的。其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市富裕劳动力问题同改

变国家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结合起来，在农村、边疆探索出一条

解决就业的新路子。1955年，毛主席发表了“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

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当

时就有一些城市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奔赴农村和边疆o 1957年、

1958年，丰台区的槐房、黄土岗农业生产合作社先后接收安置了知识

青年400余人，1964年，又组织动员84名知识青年到黑龙江国营农场

和山西农村插队落户。

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

12月，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

示，全国立即掀起了一个上山下乡的高潮。1969年6月，丰台区开展了

大规模宣传动员工作，仅6—9月，就有5350名中学毕业生到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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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建设兵团和云南国营农场插队落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件

十分复杂、繁重的任务，它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1964年到1979年，全

区共动员49，000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同时，还要做好知识青年的走访慰问工作，“病退”，“困退”回京的审批

和安置工作。到1990年底，多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已陆续回京。仍

然留在外地的还有4000人，分布在全国26个省、市、区。为了照顾他们

的子女升学就业，经批准有2778名知青子女回京入户，基本上得到了

升学或就业的机会。

劳动工资与保险福利

丰台区劳动部门，四十多年来，在劳动工资和保险福利工作中，认

真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强对职工工资管理，逐步建立健全劳动

保险福利制度，开展了职工退休基金与职工待业基金的统筹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遵循社会主义按劳分配

的原则，从1957年至1984年，对职工工资先后进行了七次较大调整升

级工作。职工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工资制度逐步完善。历次参加调整工

资的职工达71，733人次，转正定级的职工4799人，参加工资改革的职
工14699人，还为4243名离退休职工提高了工资，在奖励、津贴、补贴

工作中，从1959年起，先后实行了“跃进奖”、综合奖和加班工资。1971

年把奖金改为附加工资。1978年实行年终一次奖。1980年至1990年，

实行奖励同岗位责任制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奖励办法。

对职工的劳动保险与福利事业，也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从1957年

起，按工资总额3％提取保险金。用于职工保险费开支，1990年改按
1 1％提取保险金。全区享受保险金的职工达15449人，年提取保险金

161，539元，从1957年开始，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实行福利待遇制度，

按工资总额2．5％提取福利基金，用于个人困难补助和集体福利，1963

年改按3％提取，1980年至1990年按10一1 1％提取。区属全民职工

9967人，年提取福利基金9，267，430元；区属集体企业职工5482人，

年提取福利基金1，325，235元o



从1986年起，开展了职工退休基金和职工待业基金统筹工作o

1986年一1990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共提取统筹基金3，639．9万元，实
有退休职工7，992人，支付退休费1，213．5万元，集体所有制企业共提

取统筹基金1，273．7万元，实有退休职工3，667人，支付退休费

1，241．5万元。职工待业保险基金统筹，五年来共交纳待业保险基金

295万元，到1990年实有待业职工70人，发放救济金23，296元。

劳动保护与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

劳动保护是保护职工在生产劳动中的人身安全与健康，是劳动部

门的重要职责。丰台区劳动部门，四十多年来，劳动保护组织机构不断

健全，逐步形成专管成线，群管成网的体系，开展了大量的劳动保护工

作，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在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丰台区劳动部门陆续制定了《丰台区城乡

工业企业安全生产达标试行办法》、《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技术操
作规程》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建立和实行平时与节日相结合的安

全生产检查制度。会同区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经常对职工进行安

全生产教育，提高其安全生产意识，增强其自我保护能力，开展特殊工

种培训，重点加强对建筑、机械、电器等行业的安全生产监督。

在工业卫生工作中，会同区卫生防疫部门对接触各种有毒有害物

质的职工，采取防护与治理措施。对从事高温劳动和接触有毒物质的

人员，实行保健食品制度。仅1979年至1984年，由区劳动局审批享受

常年性保健食品的职工达8658人，享受季节性保健食品的职工3160

人。1985年以后，审批权下放给工矿企业。另外，根据女职工生理、生育

特点，开展了对女职工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健康保护工作。

为了保护人身安全，防止事故发生，通过对锅炉压力容器进行登

记、建档、发证、年检等工作环节，开展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工作。到

1990年，全区共有1751台锅炉(蒸汽锅炉840台，热水锅炉91 1台)和

1500台压力容器，全部进行了安全监察。并对制造、安装锅炉压力容器

的单位，实行了制造许可证、安装许可证和驻厂监检的制度。开展了特



殊工种培训，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和操作技术水平。到1990年，对7103

名司炉工和1449名水质化验员以及322名高压容器焊工进行了培训
与考核发证。

劳动争议处理

为保障企业与职工的合法权益，区劳动部门根据有关政策和法规，

开展了对企业与职工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工作。这项工作经历了三

个发展阶段：1949年至1956年，由政府劳动部门与工会组织共同对劳

资矛盾进行调解处理；1956年以后，主要以办理人民来信来访的方式

解决劳资纠纷，先后处理来信来访2481件；1986年以后，逐步建立和

完善了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到1990年，全区应建立调解委员会的21个

单位，已有17个单位建立了调解委员会。签定劳动合同鉴证的4789

人，处理劳资争议案件10件。

丰台区劳动部门从1949年到1990年的四十多年间，根据党和政

府的政策法令，结合丰台区的实际情况，不断制定和完善各项有关劳动

管理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劳动部门的职能作用，广泛开展劳动就业与

劳动力的管理工作，劳动工资与劳动保险福利的工作，劳动保护与锅炉

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工作，劳动争议处理，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

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力的劳动保证。但由于受政治运

动和经济发展曲折动荡等因素的影响，劳动工作的经验教训也是很多

的。九十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步伐要进一步加快，劳动

管理工作如何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还要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研究和探索，为工农业生产的腾飞作出新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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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大事记编写说明

一、《丰台区劳动志》大事记从1949年1月写起，截止到1990年
底。

二、本大事记按时间顺序，采取逐年、逐月、逐日记述的方法。凡日

期不明者，放在该月之下，以“△”表示，月份不明者，放在该年之下，以

“△”表示，同日记两件事者，另起一行。

三、为省略篇幅，对各级领导干部只写主要职务，不加“同志”和其

他称谓。对反复出现的名称有的加以简化，如“北京市劳动局”简称“市

劳动局”，“丰台区人民政府”简称“区政府”。

四、本大事记的材料来源，主要根据历年档案中的文件、会议纪要、

记录以及通过走访、座谈等方式收集到的材料。

1949生

1月
△ 丰台区人民政府成立工商科，劳动工作隶属于该科。
△ 长辛店区人民政府成立工商科，谭中和任科长。
△ 南苑区人民政府成立工商科。
7日 丰台区人民政府先后组织两次工人座谈会，工人的意见主

要是目前生活困难，希望救济；失业工人希望复业；对旧商会不满，希望

另行组织工会o

2月
△ 丰台区人民政府对丰台镇工业进行调查，情况是：电碾厂2

个、电磨厂6个、电油厂1个、烧锅厂1个、坦克修理厂1个、铁蹄厂1
爪

O

3月
△ 丰台区人民政府任命孔举为工商科副科长。



6月
△ 南苑区人民政府任命宋振声为工商科长。
27日 丰台区(原十五区)在第一次全体干部会议上报告工作时

祢：丰台镇3315户中有铁路员工1524户，其他各业工人500多人。广

安门地区有各业工人547人。工业有修械所，工人200多人，蹄铁厂、坦

克修理厂、小型面粉厂，广安门有啤酒公司、北洋造纸厂等。
7月
△ 丰台区人民政府任命杜春生为工商科长。
9日 丰台区工会制定发布<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草

案)>o共31条o．
25日 丰台区(原十五区)对全区工人进行调查，工人总数为7332

人，其中铁路工人4595人，各业工人2737人o
30日 对丰台镇49名军属(男23人，女26人)由村、街、镇介绍

到西仓库做固定工作。

12月
△ 丰台区人民政府接收安置复员退伍军人49名。
△ 丰台区人民政府安置就业人员574人。

2日 长辛店镇向丰台区委汇报称：有的商户不了解“劳资两利”

政策，解除工人，因此发生了劳资纠纷。后经区政府工商科协同区工会

召开了商会理监事及工人代表会议，教育工人遵守劳动纪律，努力生

产；同时揭露资方不愿意工人参加工会的思想，使矛盾得到解决。

1950生

5月
△ 组织以工代赈，疏浚沟渠、桥涵，共组织民工7852人，部分失

业人员参加了工程。

6月

18曰 丰台区政府为64名失业工人介绍了固定工作。

12月
△ 丰台区政府工作报告称：关于工商劳动工作，丰台、长辛店两

地先后成立了“劳资协商会议”，以解决劳资纠纷；生产救灾工作，石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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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现有工人400名，每立方米石子9斤小米，每人每天可挣18斤小米，

有50—60人打衣包，每天可挣5—10斤小米，以工代赈清挖河道，共用

工7352个，发放小米51 000斤，熬硝50万斤，换玉米15万斤左右。
△ 丰台区政府全年安置工人就业708人。

1951盔

1月

22日 丰台区(原十二区)政府第一次区务会议研究决定，丰台区
工商界按行业成立劳资协商会议。

6月
△ 丰台区政府工商科改建为工商劳动科，科长杜春生。
9月
△ 中共丰台区委对大井村劳动力市场(群众称为“人市”)进行调

查。在春夏秋生产季节，到市场出卖劳动力“打短工”的人，每天有300

人左右，最少时100人左右。其中有城镇贫民和少数有富裕劳动力的农
民，还有外地流入的农民。

12月
△ 丰台区全年共安置工人就业1046人。

1952生

6月

12日 丰台区政府接收安置转业军人57人。

24日 丰台区政府对失业人员进行了调查，情况是：复员退伍军

人173人，失业知识分子55人(大学5人，高中18人，初中32人)，失

业工人146人(技工69人，壮工77人)。失业人员中多数是被资遣、开
除人员。

9月
24日 李培山副区长在区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全区登记劳动就业

的共1342人，经审查符合就业条件者1054人，已介绍就业者332人，

对尚未就业有生活困难的，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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