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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据有关专家统计，我国历代编

修的志书有8千多种流传后世，但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尚无一

部专门记载劳动管理工作的地方志书。直到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

开始编修新地方志后，劳动专业志书才陆续问世。
‘

《连云港市劳动志》作为连云港市第一部劳动专业志书，是在

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经编写人员多方搜集、精心编纂而成的。

“鉴前世之若衰，考当今之得失”，是编修地方志书的主要目

的。在劳动制度全面改革的今天，尤其需要总结有关劳动管理工作

的历史经验，以资借鉴。 ，

《连云港市劳动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溢美，不饰

过，实事求是地记述连云港市劳动管理工作的演变，特别对连云港

市建国以来劳动管理工作的巨大变化作了比较翔实的记述，总结

了经验教训，这对当前和今后劳动管理工作将起到资政和教育的

作用。

《连云港市劳动志》按照劳动管理工作的性质、业务范围和修

志体例要求，设建制、劳动就业、劳动力管理、劳动争议处理、职业

技术培训、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资、保险福利，劳动保护共9

章，另附有大事记。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遵循新修地方志书的横排

纵述、述而不论和详今略古原则，对历史久远的内容，以无题小序

形式，适当交代背景和演变过程，使其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修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于

1989年11月成立了《劳动志》编纂委员会，1990年开始组织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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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南，以历史事实

为依据，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力求真实、准确、全面地

反映连云港市劳动部门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寓褒贬于叙而不论之

中。

二、本志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编写方法，以时为

经、以事为纬，一般分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附表穿插其中。

三、资料多取材于文书档案，重要数据以统计部门的资料为

准，口碑资料与文字资料相互印证。
’

j

四、本志按全市和市区两层分述，市辖三县(1983年3月，灌

云、东海、赣榆划归连云港市管辖)由于划归时间较晚，资料缺乏，

记叙从简。 ．

五、地名、机构名称均按历史称谓，文中首次出现用全称，以后

出现一般使用简称。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使用其他年代均加注公元纪年，几个

重要的历史年代的时间划分：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0年至1952

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60年至1962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至1976年)。
’

七、本志断限，上溯至清光绪26年(1900年)，下至1990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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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早在四、五万年前，连云港地区就已有古人类活动。殷商以前

属彭城域(今徐州)，为东夷部落的一部分。连云港地区古称“海

州”，秦统一中国后，古海州改称朐县，属东海郡。东魏武定七年．

(549年)又改称海州。清雍正二年(1724年)海州升为直隶州，辖赣

榆、沐阳两县。民国初年，州治废除，海州改称东海县，属江苏省。

1933年，设东海行政区，辖东海、赣榆、灌云、沭阳4县和连云市。

1948年11月连云港地区解放。同年12月13 El设立新海连特区

专署，隶属山东鲁中南行署。1949年11月改称新海连市，属山东

临沂专区。1953年11月5日划归江苏省，属徐州专区。1961年9

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新海连市更名为连云港市。1983年3月，实

行市管县体制后，全市辖赣榆、东海、灌云3县。

连云港市地处中国万里海疆的“脐部”，是新亚欧大陆桥的东

方起点，时称“东桥头堡”，历史上曾几度成为苏北地区海、赣、沭、

灌等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为中国东部沿海重要的开放港

口城市。1990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87．6亿元，比1949年增长

一181．5倍，比1980年增长11．6倍。人口稠密，1990年底全市总人

口340．26万人，人口密度为538人／平方公里(1949年城市人由．

密度为226人／平方公里)，其中社会劳动者170．5万人，占人口总。

数50．1％。在社会劳动者中，城镇职工38．57万人，占全市非农业

人口总数的64．6％；农村劳动力130．1万人，占全市农业人口总’

数的46．4％；城镇个体劳动者逾万人。 l
，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劳动就业和劳动管理始终处在盲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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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政府状态，直到民国21年(1932年)，民国中央政府才在实业

部设置劳工司，负责管理劳工及劳资事项。民国中后期，由于日本

入侵，战事频繁，虽然设置劳动管理机构，却未能实施具体管理。其

间，连云港地区一直没有设置劳动管理机构，劳动者就业主要靠自

找门路，自谋职业·各工矿业主大多各行其事，自定招工条件和工

薪标准，劳动者的权益和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连云港地区建立了劳动管理机构，广大工人的劳动权利和

人身安全才有了保障。
“

1949年7月9日，新海连特区专署决定，成立新海连特区专

署劳动局，这是连云港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劳动管理机构。此后，机

构几经撤并，但劳动局作为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在各个不同

历史时期，始终围绕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各项工作，

并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劳动就业、劳动力管理、工资福利调整、劳动

保护、保险等各项任务，为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秩

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

“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劳动部门首先承担起

解决上万名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在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对失业人员采取了介绍就业、组织以工代赈和转业训练、动员回乡

生产、发放救济粮款等办法，并调处劳资关系，制定规章制度；帮助

’恢复生产，使大量失业人员走上了工作岗位，自食其力。

．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新海连市经济发展迅

速，工业企业由1952年的50个增加到1957年的179个，工业产

值达到了1．23亿元，比1952年增长55．2％，同时安置了大量城

乡劳动力。到‘1957年底，。不仅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得到了妥善安

置，而且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城镇失业人员和部分农村闲散

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一时期还对职工工资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各

项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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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以后。，“大跃进”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业生

产大起大落，全市职工人数3年猛增3万，城市人口膨胀。而“大跃

进”过后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难以维持，于是在1960年

下半年决定大规模精减职i，压缩基本建设。连云港市精减工作历

时3年，共精减职工28717 K工业企业也由1960年的307家减
少到1963年的126家。“大跃进”期间创办的各种类型的技工学校

也相继停办。
。

； ，

1963年以后，经过3年经济调整，工业生产逐年回升，到1965

年，工业企业已发展到397个，工业产值达到2．34亿元，人民得到

休养生息。3年共安置了12080名城镇待业人员就业，劳动生产率

达到7854元／人，比1963年提高66．9％。整个劳动工作随着经济

工作的恢复和发展而重新走上正轨。． “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工农业生产再次下降，国民1

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期间，由

于社会秩序混乱，生产停滞不前，学校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城镇集

聚了大量初、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闲散人员，为此，连云港市先后动

员2．2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以缓解城镇

待业人员的就业压力。这-期间，工资制度也遭到破坏，奖金制度

取消了，职工工资实行平均分配，严重挫伤了职工的生产(工作)积

极性，从1956年第2次全国性工资改革以后的20年间，职工工资

福利基本上未作大的调整，工资水平’205年未变样；。 。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连云港市劳动工作开始

拨乱反正，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逐步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

移。：按照改革开放的要求，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开

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成为建国以来最好时期之一。j 。

1979年，连云港市城镇待业人员(包括下乡回城知青)达2．7

万人，待业率高达8％。为解决这一突出矛盾，按照中央提出的。在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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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

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三结合”就业方针，连云港市动员社会各

界普遍建立了各级各类劳动服务公司，大力兴办集体经济，加快城

镇待业人员的就业步伐。在“三结合”就业方针指导下，至1990年

全市累计安置城镇待业人员达14万人。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

出生的大量人口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陆续进入就业年龄，使待

业人数仍居高不下，至1990年末，全市待业人员仍有1．9万人，待

业率达4．6％。 ．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职工工资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

年提高，1977--1983年的7年间，连续6次调整了职工工资。为解 一

决工资分配上平均主义等问题，根据国务院统一安排，1985年又

进行了建国以来第3次工资制度改革，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建立了

结构工资制，企业实行新的等级工资制，部分企业还实行了效益工 ．

资制。调整了工资区类别，进一步理顺了工资关系。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技工教育和就业前培训工作等得

到了稳步发展。劳动保护工作全面开展，劳动保护、矿山、锅炉与压．

力容器安全监察机构逐步健全。 ，‘

198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劳动制度改革的四个暂行规定，即

《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

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

障指行规定》(以下简称“四个暂行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连云港
市对劳动、工资、保险三大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新招职工实行劳 ’

动合同制；废除工人退休后子女顶替制度；全面推行工资总额与经’

济效益挂钩办法；企业职工退休费用实行社会统筹；企业有权辞退．

．违纪职工；社会劳动保险、劳动争议仲裁等机构和业务应运而生。。

一至1990年末，全市城镇集体以上独立核算单位达5i20个，其
’

中全民所有制单位3670个，集体所有制单位1421个，其他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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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29个；企业单位2112个(全民818个、集体1265个，其他所

有制单位29个)，机关、事业单位3008个(全民2852个，集体156

个)。全市职工人数达38．57万人，其中全民职工26．77万人(其中

全民合同制工人4．89万人)，集体职工11．42万人(其中集体合同

制工人1．02万人)，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企业(简称“三资”企

业)职工0．38万人。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1864元。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连云港市劳动管理工作虽然经

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受到经济起伏的严重影响，但

整个工作还是在挫折中前进。劳动就业与管理，工资福利与保险，

安全监察与检测，职业技术培训等业务已全面展开，劳务市场、优

胜劣汰等竞争机制基本建立。目前劳动工作虽非尽善尽美，但总的

趋势是朝着合理、完善、规范、科学方面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事业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劳动创造了人类，推动着社

会进步。劳动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正在跨入一个崭新的历史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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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1年(1932年)，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在实业部设置劳工

司，专门管理全国劳工及劳资事项。民国31年(1942年)9月1日，

在社会部增设劳动局，负责全国人力调查、登记、动员、征用、薪俸、

力资等事项。 ；_。 ‘-．‘

民国时期(1912--1949年)，连云港市曾设东海县、连云市，其

内部均未设专门的劳动行政管理机构。 ：t 、： ，

1948年11月7日，连云港地区解放，同年12月13日设立新

海连特区专署。1949年7月9日，新海连特区专署劳动局正式成

立，下设劳资调饵科。同年11月25日，新海连市人民政府成立，劳

动局归属新海连市人民政府，由当时的市长张云榭兼任局长，冒自

强任副局长，有公职人员4人。

1950年5月1日，新海连市与东海县合并为“新海县”，原劳

动局被撤销，业务归县工商科，有2人分管劳动工作。

1951年4月，市、县分开后，新海连市成立劳动科(相当局)。

1952年6月23日，为压缩人员、调整机构，新海连市劳动科

被撤销，业务归市工商科。

1952年12月1日，恢复新海连市劳动科，编制15人。
。

1953年3月25日，新海连市建筑工人调配所成立。

1955年1月1日，新海连市劳动科改为“新海连市劳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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