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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包钢志》编纂委员会关于编修《包钢志》的总体部署，包

钢档案馆决定分编出版专业志的送审稿，以利加快审稿和修志的

总体进度。

按照《包钢志篇目设计(--次修订稿)》的规定，《包钢志》共分

十八编，《生活福利志》是其中的第十三编。本编共7章，10节，约

9．2万字。记述的内容，上限起子1954年，下限迄于1990年。

现在内部出版的这部专志，是呈请《包钢志》编纂委员会、《包

钢志》主编、有关单位部门的领导人和有关专家的送审稿。付印前

未经编委会和主编审阅。

在撰写初稿和编辑的过程中，各有关单位修志人员为搜集史

料和整理加工付出了辛勤劳动，作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编修志

书在包钢尚属首次，所以在各部门提供的初稿中，存在着详略不

一等问题，部分初稿虽经反复修改补充仍不能尽如人意。加之编

纂人员水平有限，文中表述不当以至舛讹谬误之处恐不在少。总

之这部志稿如按志书关于“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特点

突出、文字严谨"的质量要求来衡量，尚有一定差距。为此，敬请各

级领导和有关专家在审阅时，提出修改意见，以便在《包钢志》正
，

式定稿前，予以增补、删削和修正．o

本编各章节撰稿人分别是：第一章综述，李志双；第二章管理

体制及机构沿革，张超茹；第三章包钢生活区的选择与确定，郑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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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王耀祖，第四章职工住宅与集体宿舍，第一节雷广州，第二节

王耀祖，第五章其它生活福利设施，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李映

霞I第三节索伦；第六章福利品生产及供应，第一节、第二节黄纪

鞍、王福生；第三节王全、黄纪鞍；第四节王全；第七章残疾人福利

事业，黄建刚、王步堂、张文霞、卞金寿。

本编责任编辑李志双，《：包钢志》副主编靳楷龄负责审改加

工，包钢档案馆馆长徐晓明负责全面组织领导和出版工作。

这部专志因系送审稿，是专供各级领导和专家们审阅的，故

在付印前未经保密部门审查，属于内部出版，请妥善保管，切勿遗

失。其内容亦不得公开引用，违者必究。

包头钢铁稀土公司档案馆

199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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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综述· 1

第一章 综 述
呻

包钢是自50年代以来在祖国北部边疆地区平地起家兴建起

来的一个大型钢铁稀土联合企业。30多年来，包钢各项生活福利

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与一般沿海、内地老企业所不同的特点。

同时，又与国内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及企业自身

的经济效益、经济实力紧密相关。 ·．‘ ，．

包钢的生活福利事业，主要包括职工住宅、职工集体宿舍、食

堂、浴池、托幼园所、通勤设施的建设与管理以及副食品的生产、

采购、供应等各个方面。

自1953年至1990年，包钢生活福利事业的发展，大体经历

了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1953年6月至1960年5月。这一阶段是包钢从

建厂筹备到大规模建设施工和部分主体厂矿及附属、辅助设施陆

续投入生产的时期。在包钢建厂之前，昆都仑河两岸还是一片人

烟稀少、杂草丛生的荒滩，一切建设工作都是平地起家、从头做

起。在“一五’’计划初期开始筹建时，包钢职工的生活条件十分艰

苦。早期到达包头进行筹建工作的职工，曾一度住在距昆都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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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宋家壕台地(今包钢厂区)40华里以外的包头旧城(今东河

区)。当时为解决职工的住宿和开办食堂、托儿所等生活设施．包

钢先后在和平路、牛桥街、新巷子、榆树沟、吕祖庙、永和成巷、财

神庙街等处购置民房383间，租赁民房532间。1954年末，包钢在

南门外(今东河区巴彦塔拉大街)建成临时办公楼及副楼宿舍后，

大部分工作人员仍住在购置或租赁的民房里。那时候到昆河两岸

进行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勘测和职工住宅施工的人员，多是在荒

野上临时支起帐篷、席棚住宿。也有的租住新华乡、南排村农民的

凉房、磨房。据1955年担任包钢第一个建筑工地主任的李汀(现

已离休)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在离昆都仑河槽不远的地方，汽车

停下了。这里长满沙蓬和芨芨草，到处空荡荡的，⋯⋯这就是我们

的建筑工地——包钢生活福利区，草原上第一流的城市将在这里

建起。我们就地挖坑，架起炉灶，支起两顶帐篷。⋯⋯在工地上千

了一天，回到帐篷，饥肠辘辘地刚端起饭碗，突然狂风大作。怒吼

的狂风卷着黄沙飞舞，在半空形成一道道烟柱，顿时天昏地暗。砰

的一声，紧闭着的帐篷门被狂风打开撞碎了。人们身上、脸上、饭

碗里落满了沙土，连嘴里也尽是沙土，碜得合不拢牙，没办法，我
：

们只好用开水把米饭泡上，把沙土沉下去凑合着吃。一 ，，

195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包头城市规划方案之后，

包钢在昆都仑河以东建设职工生活福利区的工程全面展开o，最早／

竣工的工程项目是座落在。大红门一一带(今昆都仑区青年路18

号街坊)的职工平房住宅。自1956年至1960年，包钢先后建成的

生活福利设旋主要有：职工住宅1334栋13550户(其中，住宅楼

123栋，3255户，平房住宅1211栋，10295户)；职工集体宿舍8所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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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141685平方米，可居住单身职工31849人)；职工浴池

13个(其中生活区浴池4个，厂区浴池。9个)；托幼园所15个(其

中公司福利部门直管的生活区幼儿园4个，托儿所2个，厂矿自

管托儿所9个，不含哺乳室)。到1960年，包钢共有正式和临时职

工食堂197个，其中的150多个是分散在河西各施工工地的小型

食堂。

1956年至1960年四年间，包钢在职工生活设施建设方面所

取得的成就，在包钢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历史意义主要

有两点：第一，它是在一片僻野荒原上平地起家建设起来的，表现

了包钢人艰苦奋斗的大无畏创业精神；第二，四年的建设成果，形

成了包钢生活福利区的基本轮廓，使建厂初期云集包钢的生产建

设大军(最高峰的1960年达11万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吃、住、子

女入学、入托以及卫生医疗问题等等)得到初步的安置，从职工生

活服务工作方面，保证了包钢提前出铁，出钢的顺利实现，并为以

后年代包钢各项生活设施的续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为1960年6月至1966年7月。在这一阶段的前期，

即1960年下半年至1963年上半年，由于全国经济形势的影响，

包钢职工在经济生活方面，经历了近三年的暂时严重困难。按照
f

国家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精减城市人口的统一部署，包钢从1960

年下半年开始大批精减职工。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全公司共精减

职工46574人，被精减的职工绝大部分返回农村原籍。留在企业

的职工，因市场供应的副食品和其它生活必需品奇缺，生活水平

急剧下降。

在三年困难时期，包钢把关心职工生活列入各级领导主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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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程。1960年，包钢认真贯彻中共包头市委关于“大战三年，

实现粮肉基本自给"的决定，全公司很快形成了自力更生办农场

的热潮，同年，包钢公司和所属的45个二级厂、矿、工程公司办起

了农场，开垦荒地8万多亩，种植各类农作物5万多亩，饲养生猪

1万多口。全年两级农场共收获蔬菜1干多万市斤，提供猪肉15

万市斤。1961年和1962年两年合计，包钢各农场的总播种面积为

52019亩，粮食总产为77．68万市斤，土豆总产为215．93万市斤，
j ’

蔬菜总产为1954万市斤。包钢在三年困难时期，积极发展副食品

生产，对帮助职工克服困难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1960年和1961年，公司工会曾多次组织人员深入二级单位

和职工住宅区，对职工生活状况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1960年在

包钢第四工程公司安装队调查时发现，全队36名职工中，生活水
i

平最低的是10名一般工龄在13年以上的老工人。这lo名老工人

的平均等级为6级工，平均月工资为81．5元，平均家庭人口5．6

人，家庭人口平均生活费为14．54元；该队的12名1953年至

1957年入厂的工人，平均等级为5级工，平均月工资为74．89元，

平均家庭人口为3．6人，家庭人口平均生活费为20．8元；另外14

名是1958年以后新入厂的一、二级工，他们的平均工资为29．27

元，平均家庭人口为1．57人，家庭人口平均生活费为18．62元。

公司工会在调查中还发现老工人尽管家庭负担重，生活上都很困

难，但他们在生产建设中，始终发挥着骨干作用。据调查材料记

：载，包钢四公司老起重工、共产党员魏鸿福，对新旧社会爱憎分

明。在旧社会他独身一人，每月的工钱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吃穿，

什么东西也没置下。解放后结了婚，月工资为87．5元，加上奖金

_|
5#

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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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收音机、缝纫机，在银行经常有100元左右的存款。由于他

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积极性很高，在技术“双革静

中，先后革新工具10多种，分别提高工效1—3倍，被树为“革新

标兵力。四公司老铸工马书和，解放前给资本家干了20多年，独身

一人，一无所有。解放后成家立业，每月工资110元，除开销全家

生活费用外，还买了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皮夹克等。在生产中，

他积极进行小改小革，先后改进工具100多种，连续几年被评为

．先进生产者。在形势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中，他启发全班工人要

树立“节约渡荒"的思想，正确对待前进中的困难。公司工会在二

公司调查时，佟占魁等一大批老工人都认为“只要团结一致，就一

定能够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

1961年，公司工会分别对白云鄂博主矿车间、炼铁厂一高炉

车间，炼钢厂平炉车间，焦化广炼焦车间以及金结公司等5个单

位的557户职工进行了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①家庭

人口每月平均生活费不足10元的困难户占总数的18．13％，如将

全公司2．7万名带家职工按此比例测算，全公司人均月生活费不

足10元的困难户为4860户。另据公司福利处统计，包钢带家职

工每户平均人口为4．5人，以此计算，全公司人均月生活费不足
●

10元的困难户人口为21670人。②在人均月生活费不足10元的

职工困难户中，属于1949年以前入厂的老工人、七、八级的老工

人、科级以上干部、市级以上先进生产者的困难户占21％；属于

1955年以前入厂的工人、4至6级的技术工人、老科员和一般技

术干部的困难户占55％I属于1956年以后入厂工人的困难户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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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公司工会对职工工资收入及支出的调查情况看，因“大跃

进"中取消地区津贴和计件工资，使工人的月收入平均降低

8．5％；其中原实行计件工资的工人降低lo．7％。据在二公司12

名老工人中调查，1961年平均收入比“大跃进”前降低11．8％，在

共产主义协作队中的生产技术骨干，1961年月平均收入比前三年

月平均收入减少37％。在生活支出(消费结构)方面，调查结果表

明：每户职工每月平均用于主食的支出占月收入的27％，副食支

出占50％，房租水电及服装、日用品支出占23％。调查时职工普

遍反映：1958、1959年，家中每人每月平均8元就可维持一般生

活，现在(指1961年)每人12元只能勉强维持。主要原因是蔬菜

等副食品供应严重缺乏，市场菜价高。集体为职工采购蔬菜较多

的单位，家庭中每人每月仅买菜的支出就要超过10元。1961年9

月以后，公司工会在全公司推广包钢施工机械修造厂职工家属张

凤琴自力更生，勤俭持家，搞好生活的经验。1962年8月3日至5

日，包钢召开了老工人座谈会，这次会议以听取老工人对生活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研究解决职工生活问题为主要内容。会议期间，

公司决定在第3季度内，集中14万元对职工进行一次性困难补

助：14万元补助款的来源为：第一季度企业奖金5万元，公司工会

结余经费2万元，6、7月份福利金2万元，市总工会拨款5万元。

会议确定上述补助金的80％，计11．2万元用于补助老工人和技

术骨干中的困难户，20％计2．8万元用于补助其他人员的困难

户。同时，公司决定进一步扩大对职工经常性困难补助金的来源：

(1)将福利费中用于职工困难补助的比例由原规定的7．7％，提高

到65％，每月可提3万元；(2)公司工会将每月结余经费1．3万元

J}L1

—●●I，●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7

用于职工困难补助；(3)根据市工会的决定，将工会会费中用于职

工困难补助的比例，由20％提高到40％，每月可提3000元。以上

三项合计，每月可集中4．6万元的职工困难补助款。在这次会议

上，公司还根据老工人的座谈意见，决定将住房租金降低20％；在

，子女就业方面，凡是老工人子女中具有一定文化技术水平，有劳

动能力，并有培养前途，已精减又不能回农村的，重新考虑安置。
，

在这部分人中，已决定精减尚未办正式手续的，一般不再精减，不

适合作原来工作的，可安置在其它岗位。对已被精减的老职工直 ．

系供养亲属(不包括已回农村的)，由工会组织参加服务行业的生
。

产劳动。

在这次老工人座谈会上，包钢还决定在经济困难时期，每半

年由公司工会组织召开一次老工人座谈会，每年召开一次老工人

· 代表会；二级单位的基层工会每季度召开一次老工人座谈会；每

半年召开一次老工人代表会，车间每月召开一次老工人座谈会，

每季召开一次老工人大会。上述会议，主要是听取老工人的意见，

研究解决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关于老工人的管理范围，包钢规

定凡本企业工龄在10年以上，工资(技术)等级在5级工以上的
‘

工人均为老工人(包括不脱产的工段级老工人)。包钢在三年困难·

时期对上述老工人实行两级管理：公司一级管理的为工龄14年

以上(即解放前的老工人)，7．8级工和特殊工种中最高一级的老

工人，其余老工人由二级单位进行管理。

这次老工人座谈会之后，包钢所属各单位进一步关心职工生

活，并认真填写公司工会统一印发的老工人登记表。同年9月包

钢运输部拿出1800多市斤粮食补助职工缺粮户。机械总厂从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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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拿出1万市斤蔬菜补助困难户，同时调整了7户老工人的住

房，建立了领导访问老工人的制度。冶金炉修理厂采取领导与群

众相结合的办法改善职工生活并组织群众性的生产自救。同年10‘．

月，包头市在城乡人口定量供应之外，专批给包钢职工冬衣补助

棉布3000市尺。 ·

在三年困难时期．包钢认真加强对职工食堂的领导，通过全

面整顿职工食堂，加强民主管理．切实堵塞食堂管理工作特别是

粮食管理工作中的漏洞。1960年以后，包钢在各职工食堂普遍推

广“粮食食用增量法一，革新做饭技术，进行粗粮细作，提倡节约渡

荒。

．自1963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市场物资

供应日渐丰富，包钢职工基本上度过了生活困难时期。这时，公司

除保留白云鄂博和卡布其两个矿山农场外，其余农场相继停办。

1963年7月，包钢根据国家调整职工工资的统一规定，为10463

名职工升了一级工资，升级面为40．2％。

在经济形势基本好转以后，包钢各级领导继续关心职工生

活。特别是在中共包头市委第二书记范易大力倡导领导干部定期

到职工集体宿舍与工人同吃同住(他本人身体力行，每周一次到

包钢五宿舍与工人同吃同住，促膝谈心，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

会理论刊物《实践》杂志曾为此发表文章)以后，包钢公司与各二

级厂矿普遍建立并实行了“领导干部住宿舍’’的制度，进一步加强

了领导干部与工人群众的联系。

第三阶段为1966年下半年至1976年。在这一阶段中，包钢

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生产急剧下降，企业连年亏损，各项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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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增长，也是形成住宅紧张局面的重要因素。为了缓解职工住

房难的局面，包钢部分二级厂在79号街坊(位于昆都仑河中桥以

南河套)以及河西厂区周围的吴家圪旦，张家营子等处建设了一

批简易平房，第二、五、七单身职工宿舍的几栋楼房，也改作了职

工临时住宅楼。分不到住房的职工，有的到附近农村租房，有的在

区内的窦家梁、孟家梁、燕家梁等处，自行搭盖小房居住，给厂区

管理和职工生活都带来很多不便(如距市区较远，子女就学和买

生活必需品比较困难)。

“文化大革命"期间．包钢不少职工的家属，包括未成年的子

女，已从原籍来包居住，但无城市户口。这些家属无户口的职工，

每月需要到包头郊区或巴盟一带农村购买高价粮，生活十分困

难。1972年包头市为一大批职工家属落户后，包钢1960年以前入

厂职工的家属落户问题(包括小城镇及农转非户口)，基本上得到

‘解决。

1966年8月，包钢根据毛泽东主席。五·七"指示精神，再次

决定兴办农场。其中大部分是由各厂、矿和公司“五·七一办公室 ／
j?

’ f

共同管理的“五，√七"家属农场。1970年包钢进一步决定组建以工 ／
／

业，服务业为主的“五·七"厂(队)，目的是把一部分生活最困难／

的适龄职工家属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参见第十四编《集体企／

业志》。上述两项举措，对改善职工生活，增加生活困难户的家庭

收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第四阶段为1977年至1990年。包钢自1977年开始进行企业
＼

的恢复性整顿工作，1978年重新实现了扭亏为盈。1978年底以l

后，坚持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l
＼

、

＼。
’

—l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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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使企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生产建设蒸蒸

日上和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高，包钢职工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显著

的改善，各项生活福利设施，特别是职工住宅建设获得了空前的‘

发展。

1982年底和1988年第二季度，包钢有关部门先后对公司职

工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了两次抽样调查。第一次由公司计划处、

劳资处和公司工会劳保部在焦化厂、炼铁厂、耐火材料厂、轨梁

厂、运输部、机械总厂、电修厂等7个单位抽样调查了280名职工

的家庭生活状况；第二次由包钢工会生活保险部在公司所属盼22

个单位抽样调查了750名职工的家庭生活状况。两次调查均根据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等上级领导部门规定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为

使调查具有代表性，选点时注意了不同类型的单位，调查对象包

括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各类人员。

从两次抽样调查及其它有关文字、统计资料看，包钢在1977

年至1990年的14年间，职工生活和各项福利事业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历史性变化。

在职工生活水平方面，1977年包钢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含

津贴、奖金)为713元。1984年突破1000元，达到1258元。1988年

突破2000元，达到2060元，至1900年达到2828元，相当于1977

年的3．96倍。在扣除物价的上涨因素后，职工的工资收入仍有较

大幅度的提高(包钢历年调资工作参见第八编《企业管理志》第七

章劳动工资管理第三节)。

据两次抽样调查，家庭人口平均生活费在25元以下的职工

户，1982年第三度季占总户数的22．86％，1988年第一季度降为

耍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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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人均生活费在26元至35元的职工户，1982年第三季度

占总户数的35．36％，1988年一季度降为4．27％；人均生活费在

36元至60元的职工户1982年三季度占总数的36．43％，1988年

一季度降为34．66元；人均生活费在60元以上的职工户，1982年

三季度占总户数的5．35％，1988年一季度上升为59．60％。

随着工资收入的不断提高和市场物资供应的日益丰富，包钢

职工家庭中的膳食结构和衣着穿戴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入

80年代以后，一般职工家庭已不再吃粗粮，有时为了调剂生活才

特意买些小杂粮。在副食结构方面，过去一般是以粗菜为主，现在

则转为以细菜和肉、蛋、奶为主。在衣着方面，过去普遍是“新三

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则是注重款式，注重仪表，青

年职工更是以追求高档、新潮为时尚。 ．．

“

进入80年代后，包钢职工家庭中，家用电器等高档商品的拥

有量显著增加。．据抽样调查，职工家庭中高档商品拥有量增加最

多的是电视机、录音机、电风扇、洗衣机、照像机、电冰箱和摩托

车。其中，彩色电视机1982年三季度每140户有．I台，1988年一

季度每4．29户有_台；黑白电视机1982年三季度每1．9户有l

台，1988年一季度每1．56户有1台；录音机1982年三季度每

10．8户有1台，1988年一季度每I．76户有1台；电风扇1982年

三季度每140户有1台，1988年一季度每19．2户有1台；照相机

1982年三季度每46．6户有I台；1988年一季度每8．72户有1

台；电冰箱1982年三季度为零；1988年一季度每35．7户有1台；

摩托车1982年三季度为零，1988年一季度每46；8户有1台。

由于包钢生产建设的空前发展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创建，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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