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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峨山彝族自治县劳动人事志》是我县地方志编纂过程

中取得的又一可喜成果，也是全县劳动人事工作历史上的

第一部志书。近六年来，从组建班子、搜集资料，到编辑

撰写、修改校勘成书，全体编写人员呕心沥血、历尽艰辛。

我们应该感谢编者为再现新中国第一个彝族区域自治地方

——峨山的劳动人事工作面貌付出了十分艰苦的劳动，为

我县各族人民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劳动人事机构从无到有，几

经分合，逐渐发展、健全，成为国家机关不可或缺的重要

职能部门。劳动人事管理，担负着人才资源的最佳配置，劳

动关系的合理调整，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正当保护，工资福

利的正确审定等重任，关系着国家安定、社会进步、民族

团结、经济繁荣的大局。市场上有千万个独立的用人单位，

有亿万个独立的劳动者，都需要政府加强协调服务，维护

平等竞争，推进和谐关系，保持正常秩序。国家确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政府转变管

理职能，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而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

会保险三项制度的改革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县劳动人事部门贯彻执行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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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方针、政策与法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的基本路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现在更要把握经济体制

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积极、全面、切实地转变职

能，加强自身改革的力度，建设一支适应市场经济运行和

管理要求的，精干、高效、廉洁的劳动人事干部队伍，在

党的十四届五、六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努力实现“九五"计

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必将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

书是一种有特殊体例的著述，是“官修”的地情书，也是

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

值的国情书。江泽民主席当年在上海就明确指出：“新的地

方志，是对广大市民，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的现实的、生动的、亲切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修志是

“不仅有近期的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意

义重大的事业。"该志反映时代特点，符合峨山实际，资料

真实，选材得体，行文规范，朴实流畅，基本做到了可信、

可用、可读。方志是一大资源，修志为用。我们应该引导

社会用志，广为宣传，帮助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为峨山

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使其真正发挥社会效益，以

推动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峨山彝族自治县县长李洪云

1996年11月12日



序 二

《峨山彝族自治县劳动人事志》的编纂工作，在县志办

的具体指导帮助下，由于各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协助，经

过编写人员的辛勤劳动，集思广益、精心撰写，几经修改，

终于成书问世，成为我县劳动人事史上首创的一部专志。这

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也是峨山地方志编纂过程中令人

欣喜的新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峨山县劳动人事工作，在

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为适应全县社会和经济发展的

需要，从劳动就业、劳动力计划、工资福利到安全生产、劳

动仲裁、社会保险管理，从机构编制、招工招干、大中专

和技校毕业生分配、军转干部安置到教育培训、人事任免

调配、科技人员评聘考试(考核)、人才交流等方面，都做

出了显著成绩。有力地促进并保证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

策和法规的贯彻落实，保障和维护了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在

县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进程中，特别在改

革开放、经济体制变革中，从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出发，在

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工资制度三项重大改革方面，忠于

职守，勤政为民，确保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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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峨山县劳动人事部门四十四年

曲折发展的历史，真实可信地概括了我们工作中的成功与

失误、经验与教训，为各级领导和广大劳动人事工作者研

究总结历史经验，推进劳动人事工作的改革创新，提供了

难能可贵的专业纪实历史资料。它确实能够发挥“资治、教

化、存史"的作用。

。劳动是创造人类、历史和财富的动力’’，“世间一切事

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是历代政治家韵至理名言。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中，峨山各族人民正

日益迅速地推动着各项事业向前发展，劳动人事部门面临

着实现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的转变，由单纯行政管理向

管理服务的转变，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增加劳

动、人事工作的透明度和群体参与程度。因此，深入了解

熟悉劳动人事工作的历史及现状，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借以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业务素质，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部门应有的作用，加快劳动人事制度深化改革的步伐。而

这本《劳动人事志》，恰好适应今后劳动人事工作开创新局

面的需要，给了我们一面历史镜子，“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以史为鉴”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劳动人事部门修志，古无先例。时过境迁，机构几经

变更，人员时有交替，尚有部分珍贵资料难以搜寻。在编

写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资料不全等原因，志中遗漏和

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值此《峨山县劳动人事志》问世之际，我谨代表县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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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事局向倾注心血的编撰人员和关心支持编纂该志的同

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贺该书献奉给改革开放、富

民兴峨的年代!
。

劳动人事局局长高家顺

1995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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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依据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峨山县劳动

人事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力求使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相统一。

二、本志采用章、节体结构，“概述”、“大事记”居正

文之首，鸟瞰全书；正文设置“机构沿革"、“编制管理”、

“人事管理”、“劳动管理”、“工资奖金和福利保险’’、“内部

建设"六章二十九节。其中三、四、五章为志书主体。照

片、序言置于前，附录、编纂始末列其后，表格穿插在正

文之中。

三、本志上限时间从有资料时追溯，下限断至1993年

底止。但有的工作情况和统计指标，适当延伸到1994年后。

四、本书所用资料，以历史档案、政府文件及国家有

关政策、法规为准，求实存真，口碑资料非经考证核实均

不擅用。

五、篇幅所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称“建国

前一、“建国后”；“峨山彝族自治县"一般称“峨山县’’；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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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机构称谓，除首次用全称外，其余按流行的简称。

六、全书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数字与标点符号，遵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5835—1995《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规定》以及GB／T15834—1995《标点符号用

法》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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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彝族自治县劳动人事志》勘误表

●

页 行 误 正

67 表内 农林水科(丁)33 农林水科(丁)3

72 表内 正付县长，正付书记 正副县长，正副书记

108 倒3 (事业)超1 (事业)缺1

142 倒5 魏如怒 魏如恕

169 倒7 (乡镇企业)助理级8 (乡镇企业)助理级28

240 16 县委县人民政府 县委，县人民政府

2钙 8 在定级前的按⋯⋯ 在定级前按⋯⋯

249 倒7 雇佣劳动，自谋生路 雇佣劳动，自谋生路

298 l 工铡制度 工资制度

333 6 理顺工作关系 理顺工资关系

335 9 (职务工资)科员93 (职务工资)科员99

337 倒1 奖励铡 奖金铡

339 7 4年以上 4年以下

402 1 批准县委组织部 批转县委组织都

425 倒3 机关进入 机关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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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峨山彝族自治县(简称峨山县)地处滇中腹地，位于

东经101。527—102。37’、北纬24。01，一24。32，之间，属高原

地貌，地形东部狭长，西部较宽，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总

面积1940．88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691米。县人民政府所

在地为双江镇，现辖4镇8乡27个办事处46个村公所。

1993年底人口137876人，其中彝族占51．68％，汉族占

38．34％，哈尼族占6．25％，回族占3．19％，其它民族占

0．54％。

峨山，旧称胡峨。近年峨山塔甸老龙洞考古发现，约

一万年前人类就在这块土地生息、繁衍和劳动。据史籍记

载，峨山自秦汉以来就与祖国内地有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唐

南诏时期，峨山隶通海都督府，宋后晋天福二年即大理政

权时期置晤峨部，隶秀山郡。元宪宗五年(1255年)改设

胡峨干户，至元十三年(1276年)置熠峨州，领筇川(今

峨山县甸中镇)、平甸(今新平县)，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降为旧峨县(所辖二县降为乡)，隶临安路。明洪武十

五年(1382年)增峨县隶临安府宁州。清代沿明代建置。民

国2年(1913年)II舀峨县隶蒙自道，民国19年(1930年)

ll舀峨更名峨山县，道旋废，直属省。1949年10月24日，成



立峨山县临时人民政府，1951年5月12日，建立峨山民族

自治县，隶玉溪专区。1954年6月18日改为峨山县彝族自

治区，1956年1月16日，再改称峨山彝族自治县。

1953年3月，设峨山民族自治县人事科；1960年4月，

峨山彝族自治县劳动科成立。数十年间，历经了多次合并、

撤销、恢复的曲折发展过程，于1983年11月26日，劳动

局与人事科合并，改称峨山彝族自治县劳动人事局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峨

山县的劳动、人事工作，经过四十年多的发展，尤其是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十多年努力，终于发

展成为现在这样比较完善的政府职能部门。

峨山县劳动人事部门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党和国

家的方针、政策、法规和上级指示，负责全县有关劳动就

业、工资奖励、保险福利、劳动安全监察、职业技术培训，

行政事业机构编制及干部、工人、科技人员的招录、调配、

考核等管理，办理职工退休养老保险和受理劳动争议案件。

劳动就业和劳动管理。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本着

“低工资、多就业’’的方针，进行清理和适时吸收各类失业、

无业人员就业，组织起来就业和安置复员退伍军人就业。

1951年至1956年间，主要解决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失业

人员与城镇待业人员的就业问题。1957年至1978年间，峨

山县回乡、下乡知识青年及城镇待业青年逐步增多，就业

问题日益突出。1979年以来，通过拨乱反正，落实了各项

政策。按照峨山县建设事业的需要，贯彻国家关于“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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