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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编纂地方志是我国优良的历史传统。这项工作是很重要的文
、，，。 化建设，．也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不可少的，

一

：。。．重要措施。也可以说是一项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 一 ”

；j 益后世的工作，是其官工作所不能取代的。 I o妻。 √，
。

‘

． ：”。《开封市劳动志》(以下简称《劳动志》)的编写工作从1982～
⋯

’⋯， 1年5月开始，大体上分两个阶段。1982年5月至1986年6月是搜一

、 一 集资料阶段。此间，编写组的人员不辞劳苦，翻箱倒库，查阅资 。．

’

。’ 料，集抄文字，邀知情人士座谈，擐集有暮资料。这样，共搜粜．?
，

、了七百多万字的资料，为编写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86年7月／ 。

．． 至1988年12月底为编写阶段。这个阶段编写组人员不畏酷暑严

寒，日夜不辍，殚精竭虑，矢志于《劳动志》的撰写、编纂工 ，，

作。在1987年底编成了下限至1983年的《劳动志》初稿。在这个 ’一．

一⋯
。基础上又继续完成了《劳动志》下限至1987年底的编写任务。． -t．

，
·，· 在《劳动志》的编写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专业队伍和各科室

’√’ 相结合的方针。既发挥了专业队伍的主导作用，又充分调动了各．+
。

． 科室的积极性，使修志工作有较快的进展。编写组人员坚持以马： ．+

．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 ． ，

．、 ，点，密切联系开封市劳动工作的实际情况，运用实事求是的科学 ’；

’^～一分析态度，’力争写出开封市劳动工作的发展状况和它的规律性的

。一：东西．同时，也尽力写出它的地方和行业特色。．。 。’

．

一‘．

． 。 ．《劳动志》是开封市市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一个侧面置
4

，一t
”

．，：
‘ ’、1 ·1．’广7 1

～ ^ ， f

一”．j√√j ，一o．．．。。√．，：一，了√．． T ’ · J
‘

。 ”

●

m 一
^，

7 · · } ”” ‘
●

—
～



。 ～． I
‘

．、

‘
’

‘

●

睥 、 ‘ ^ ～

。

p
。

。

^

，

。

． 一 j ‘ 7
．

。 。

，．
一

． 。． ～，
。

P ， ’． ?
。

‘ ． ～

一⋯ ‘

。。
、～’

+
_， ￥ ％

一。*． ～·’“+ J

‘

*
， _

、 s’一 t 、? 。。 。，”

’

’

一 ． ， __ 二。 ．

。 ’

‘．

?

· 点反映了建国以来开封市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它的内容主要． ． ．『

包括，概述，机构沿革、劳动就业，’劳动力管理、技术工人培

：7。。训、工资、保险福利、劳动保护、锅炉与压力容器的监察。知识

。，

， ’青年上山下乡、人物志，大事记、等10篇。．。 ’j。，． 。?j

、 《劳动志》的时限问题，按照市志编委会的要求；上限以
。

． ．。8 1840年为起点。根据我们搜集到的资料，最早起子1863年，下限到 ，’

，t一

”

1987年底为止。至于清朝末年至建国前的劳动工作历史资料，编写7
． 组主要是通过市内的旧报杂志、文献资料、市图书馆所藏资料等渠．；‘，

、

“道进行搜集的。但由于开封市在省会迁郑州之前二直是河南省省’0．’．
+

“’府所在地，历次战乱中很多文献资料遭劫遗散极为严重，．所以，为．。n
。

了搜集到更多的资料，编写组的人员千里奔波r曾专程前往南泵：。

市、北京市，通过在当地的国家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收集有关开封
‘

，#·市的资料。尽管如此，这段的资料仍然未达到详述其事的要求·
。

；

， ·故这一段的情况也只能是以仅有的资料而述之。r+ ；t，一_～～． ：

·： 一一w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1984年建立了局修志领导组： j

由子人员的变动，1988年又建立了局修志编审委员会。4局编写 。一I

．

‘

《劳动志》的工作是在局修志领导组和编审委员会领导下进行 一·

‘

‘，． 的。参加编写和搜集整理资料的共32人。这些人员在编写《劳动’
，‘ 志》过程中勤勤恳恳，沤心沥血，艰辛笔耕；认真而又圆满地完

． 成了任务。因此，应当对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和敬意。√⋯．。盎
。 ， j，”劳力资源的管理工作是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因此，在

”

-、市地方志编纂工作中，市委、市政府和市志编委会对《劳动志》 。‘i+3

一 T。的编写工作给予了重要地位和鼎力支持，河南省劳动人事厅编志

’，．。‘ 办公室和市地方志办公室也进行了及时的指导和具体的帮助，市 {

一 ；档案局：市总工会、河南大学图书馆、河南省委档案馆，市经委．．～ ．

j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特藏 一7、，
。

部，还有其它一些人员，都对本书的资料搜集进行了热情帮助和 ．

‘。．支持。对此，特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 一“’1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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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修志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我们经验不足，r错误之处在

所难免。因此，我们恳切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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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_+：“ 开封市劳动局局长”李旺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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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一·j，一开封市劳动局’ 一：；
’|，． ·“一

．’．。 修志领导小组、编审委员会及编写、工作人员’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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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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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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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

， ． 一

。

‘

、’修志领导小组成员： “i

’ ’ 一一 “：+
’‘’’

一组长：徐鸿恩 ：t‘二
。 。 。

j一
’ ‘。 ’ 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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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副组长：李旺枝．刘林科’．， ，
、’．

。
成员：夏学仁江万洲

一 ·一’

、 编审委员会成员。， ． ·， ．
“

．

。

主任：李旺枝 j．。． 一．． + 。：

一
． 副主任：刘林科 ．”、

：
’． ．5

。

!?

一 +．． 委员：张治业江万洲夏学仁刘尊治 一

’

，编写组成员：． ，． ． ，一

“
、

’

主编：夏学仁“‘ j
，

．

。，

。

，、 副主编：杨俊秀郭玉莲’． ’一．’一 ，

‘

编辑：李长发谢明长李茂生于季芳
’

． 。 苗富勇 李美娟 范根生杨晓东王公义
“

、。1 j杨爱菊郭尔运。魏本立任树根‘r
’

．^’，。 工作人员1．一。
。

，7．’ ． ．． ．。。

-- ，李爱萍刘虹崔爱华李宝芝文成诗。。 、。

’+’ ，王惠琴邢玉琴。刘玉新靳立科张知强
’’

。

√ 。+’
董德彩 苏俊民一史有志 李惠德压圃 ，。。一’圃“：一o：r．。 ，

‘ 十
。

)



’

?，
’

、

．

‘

，

‘

二

。
。

。 ，

。^一 ? ： 、。 I j 。4—

：
．

。‘，， (，．?
。 -‘ 5⋯ ：-⋯’：_。 一‘。 ‘，：7誊 ．‘。·．

。。

”?{7 j-t，一。ti o⋯⋯ 。
二，^’“ ．

’，

．一‘i，⋯j ：⋯ ’：。目；一n。录，一．．．一、j一．。，-。，◆“。’，’

”

一．。第一篇．机构沿革与设置⋯⋯．．．*eeeooeee eei“譬⋯⋯⋯⋯”(13) ～。?⋯．

。 ． 第一章清宋，民国时期工业，手工业的演变jt-‘．，I， ．

，1

第二章建国初期的劳动就业¨oooooooaoo Ool÷··”⋯”⋯．．(21) ．
-。

。

“

第一节 失业工人登记与就业000000010t00 0，⋯⋯“一·(21)皇
” ～

。

， ● ’
■

一
一 第二节 失业工人救济金的征收OOoa一000eOOOOOO-一·一·(-23) ，1 ．

‘． ．’第三节。组织失业工人以工代赈、生产自救⋯·：⋯·(24)
’

。，

一．． 第四节’失业工人救济60000m000～”·OOOOOO OQ0000 OQOOmO·kD·(25)

‘第五节返乡生产⋯一OOQOOO O·OOO··一⋯”⋯一t·—一一一(29)‘

-‘． ．”：第三章．建国后的劳动就业．．．OOO OOOUOOOOOOOO⋯．．．⋯⋯⋯<32) ·

”+

4

i第_节 历年来招工体制，对象’用工形式、一， 二⋯ ．
1，

一， ·t⋯就业制度的演交⋯“··一⋯·一·一·一⋯·“····一<32) 一
，．

一
，笫三节，集体所有制企业招工⋯⋯⋯⋯⋯⋯⋯⋯⋯(43)j。，

． ：第四节。安置复员退伍军人OOO OOOOOOOOOO00600mODg—⋯一(46) r
。V

‘’
：t第五节 计划内临时工管理．．．⋯⋯⋯⋯⋯·一⋯⋯·一·(49)

‘1

’

：第六节．．清退计划外用工⋯⋯⋯⋯⋯⋯⋯⋯⋯⋯·一(56) ．，。

1

77’

j t第七节’计划外用工的选招工作··⋯．．．⋯⋯⋯⋯⋯·(60) 一，
‘

。

l，』’：‘‘第_j爷‘’!医i?罗巴]。；??j2··。：I‘?_。···。：i。_‘·’_。··。I’’’‘：I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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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地处中原，1954年前为河南省会，是河南的政治，经济．

“+一 中心。建国前，开封商业和手工业，属近代工业的，只有数十一

．。 家，如电力、面粉等，还因战乱频繁，形势不稳，有的工厂亦难j ．

：-以维持。其它的产业发展更是缓慢。‘
’ 。 ．

． ． 。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至fjl937年，．开封仅有工业企业
。

(含交通，邮电)43户，职工6，640人。其中官办企业13户，职工1
·。

． 4，720人，占职工总数的65％。企业种类有铁路，邮电、机器局． 。

。。

兵工厂，铜元局等，私营工业企业虽户数较多，但多系小型企’

： 业。．职工一般二，，三十人。工资制度除铁路，t邮电比较正规外，一，
t：， 其它均自立章法，各行其是。工资水平，高者月薪20元(银

～
．

rI‘，1 元)，低者10元或不足10元，仅能糊口而已。～‘，‘．，一．、乞， ，

一-一．⋯7．．1938年到1945年开封被日军侵占，工业企业遭受很大摧残，’一
‘ 一 较大企业仅剩15户，’职工1，100人，、且均为日本人所控制。这些。

； 企业每日工时长达十四，五个小时，工人稍事喘息，即遭拳打脚

t|踢。至于工资，以益丰面粉公司为例，每人每月30元联合票(日。“ ，‘

伪币)，仅够买一双布鞋，职工挣扎在死亡线上。 r．- ，．

“- 、

1，’ ：1945年到1948年，据不完全统计，50人以上的工业企业有善1= ．。

一：户，职工1，OOO余人扣重要企业均为国民党政府接管4这些企业，、 ，

，． 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仍以益丰面粉公司为例，每人每月1袋面 ，

～
粉(44斤)，仅能维持职工本人生活，很难养活家中老小。⋯。．一。 ．

～，。 ．⋯国民党和日伪时期，工人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日军占领时：，

。。，。j。r’?一?j。j j。一。w j。。一'’孓(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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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期，工人生活苦不堪言。国民党政府的社会部虽于1942年设立劳一．_

’”动局，并作了所谓的职工介绍、’工资福幂lJ等多种规定，但实贝Ⅱ失 ．

1。

一 业人员成千上万，在职职工的伤，残，病，死毫无保障，其规定 ，

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i

’

建国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县以上各级政府都建立

了劳动部门，制定了劳动就业、，劳动力管理，劳动保护、工资福
。

～
利，劳动保险、技术培训等一系列政策。特别是1978年以后，开’ ．，

封市劳动局积极进行改革，及时贯彻上级方针、政策，在改革劳、

～。， 7动制度上，采取了许多措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前：

景。? ，

．，
．一：．‘ 。‘7．，～，．j、-．：。二：，”c：：

。?
∽

，

． ，‘．‘～．．‘，’j h．’，．j一 ，一’．。?i。
，t

’

，’

’

”。／一、’劳动就业，劳动力管理，技术培训，一．-w．
·

·

。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7’。， ，’‘、

t ● 7’ ‘， r’ p— ⋯一‘，．t ’ ，+ t ’～ 。：‘、 ●
，

。 ●
一’

。 。
’

．”建国初期，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失业人数高达13，68；t人。．，：
。

．1950年开封市遵照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发布的《救济失业工人的． ：

～

7

指示》和《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建立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
。’

会，积极开展对失业工人的普查登记．生活救济、管理培训．安
’

置就业等工作。对民国留任的职工，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到1952,、’

。年底，除组织生产自救，’以工代赈等临时性的措施外，安置长期·

就业的即达10，097人，基本上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问 。

L 链_?j ⋯V。“。’，。j。一．r一· ·t lf。。 、--
||。

二

，

’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下面简称“—五"，‘鬣二五劳⋯⋯)

’，， 期间，‘开封市新的企业纷纷兴建，j需要大量建筑工人，因而劳动
，． ’．力管理工作的重点，放到了建筑工人调配上。1953年全年调配 ．．

一 8，935人次，外调330人次。在加强调配工作的同时，+全年安置长 ．，

。． ’期就业1，579人，其中支援外市463人。新企业陆续建成后，重点
“

又转向为企业大量输送工人。到1957年末，短短几年内，职工队 ． ，。

◆季t



．。 t伍即发展到44，657人(不含机关，金融、文教，卫生人员，下 ．

÷ ：’同)，为1949年35，221人(含私营商业，手工业)的1．27倍。”．掣 ‘。-
?⋯，． 。s‘；1958年“大跃进修，企业与职工猛增，。造成劳动力紧张。除 ： ，

： 在城市挖掘潜力外，从农村和外城市招收1万余人，全年共调配， ，。

；职工28，815人≯但不久就形成了职工过剩，导致1959年到1962年 ，

。。 的4次精简，?全市共精简全民职-I"70，507人，’给劳动力管理工作‘t 、

·

’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H，。：’州。’舻⋯一一，。亍 “

，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是从1962年开始的。开始动员了． 。、

， ‘。400多人到本省新安‘通许：尉氏，修武、汲县等8个县的农．-j一 ?

，牧：。林场当工人。后来i随着形势的发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变r，

。 。为主要到农村去，一接受再教育，故1964年和1965年两．批共动员’． ．

，。 。。，2，451人到正阳，息县插队。之后i。特别是1968年10月到1969年’，、
一、 元月，．曾出现了不论家庭有无困难及本人身体状况如何，中学毕、

，

、业后f一律都要下乡的情况。1973年开始实行留城政策，对下乡。
’

对象，根据家庭情况，、有了区别对待，并逐步放宽评留条件，’累‘
’

，．计共评留28，288人。从1963年到1980年共下乡知青54，975人：通
·

⋯

一， 过多次招工，农回(1969至1981年)21，495人，留农场就业的千

．。‘ 余入。除少数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之外，其余8万多入通过参、
． 军、招生、招千等多种渠道陆续回城就业。一，：一，；’_，。。 、

一1976年到1978年搿五五刀计划期间，特别是1979年以后，在

．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下，劳动工作日益加强。首先集中抓了口文T 一
， 一‘“化大革命劳中积累下来的待业青年安置工作。1979年开封市成立1|。 ，。

了“安置待业青年领导小组黟，下设办公室j负责待业青年的登

-：记安置工作。1980年中共中央又提出“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

．

’

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一的就业方针。开封市按照这个

．。一．方针的要求，广开就业门路，纠正过去只往全民企业安排人，忽
r

，视集体企业和个体就业的渠道。5年内共安排57，506入，。其中集。
． 体企业安置37，793人，占65。7％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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