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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庆祝铜陵建市三十月年的日子里，《铜陵市劳动志>脱稿7，这是一

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

自铜陵市诞生的那天起，劳动工作就受到高度重视。市委和市政府根

据国家有关规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适合铜陵市情的地方劳动法规，不断

提高职工的工资保险待遇，不断改善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大大

激发了广大职工建设社会主叉新铜陵的热情。

对于从废矿场和芦苇津上建设起来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叉工矿城市

来说，战斗在劳动部门的同志们，为她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作出了一定的

贡献。三十年来，他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认真地工作，从职工队

伍建设到企业管理整顿，从安全生产到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从劳动工资到

职工劳动保险福利，⋯⋯，都作出了卓著的成绩，有力地保证了党和国家

各项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促进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这些成绩，

是铜陵市三十年灿烂历史的一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荣历史的一页，青

简素寮，是理应刊书的。

当前，劳动制度的改革已在我市展开，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铰饭碗一

·大锅饭’’正在逐步革除。但是，要搞好改革，要开刨劳动工作的新局

面，必须要熟悉了解建市三十年来劳动工作的历史状况，总结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提高劳动部门职工的业务和理论水平。≤铜陵市劳动志>的问

世，对于我们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搞好劳动制度改革，将会起到一定作

用。

古人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史载兴衷治乱，

以备千秋之借鉴；志乃一方之全史，责为后世之致用"。在社会主义新中

国，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每个工作人员都肩负着治理好本部门的重

要职责。因而，《铜陵市劳动志》不仅成为当今所从事劳动工作同志的良

师益友，也必将为后世所借鉴。

汤守道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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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制度实行重大改革的日子里，我们将《铜陵市劳动志》奉献给

大家；奉献给战斗在劳动部门的每一位老将新兵；奉献给每一位热爱和支

持劳动工作的同志。

古人云t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史载兴衰治乱，

以备千秋之借鉴；志乃一方之全史，贵为后世之致用。"编写《劳动志》，

是为继承中华民族撰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彰往昭来，

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本志着重记述铜陵市三十多年来劳动工作的历史，力争能反映劳动工

作的发展规律。希望此书能为劳动部门以及各界人士了解、认识劳动工作，

因地制宜地改进劳动工作，搞好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提供一些有益

的资料。
‘

《劳动志》是古无所立、史无所载、前人所无稻的一部新志书。由于

编者知识有限，业务水平低，加之时间紧，资料难以搜集齐全，因而存在

着翔而过繁、略而过简，记述重复l。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教请读者批

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按照详今略古、详

近略远的原则，力求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铜陵市劳动工作的历史和现

状。

二，本志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铜陵市区劳动部门的业务

工作，有些地方上溯到民国时期。
’

，

三、铜陵市行政机构设置几经变革：1949年4月21日，铜陵解放l

1950年5月，成：正华东工业部铜官山铜矿工程处；'1952年，．铜官由矿务局

成立；1956年10月12日，国务院决定设置铜官山市，为省辖市，1958年9

月5日，市与铜陵县合并，．改称铜陵市，i降为地辖市；1960年1月．7。日复

置铜陵县，铜陵市划入安庆行署；1960年底，铜陵市升格为省辖市；

1964年12月，钢陵市改为铜陵特区；197-．1年12月．11日，又恢复铜陵市的建

制；1974年11月13日，将铜陵县划属铜陵市。对涉及到原政权机构时，则

按当时的名称称之。

四、鉴于铜陵市、县几经分合，锢陵县劳动业务工作另有专志记载，

故本志记载范围不包括铜彼县。少数资料、数据含铜陵县时，均加以注明．
二

五、本志记坟范围包括在银陵境内的中央和省属企业，以及不在铜陵

境内而属铜陵市领导的企业和区。

六、名称一律用正称，简称时加以注明。

七，本志资料多属档案馆藏；重要数据，，以统计局资料为准；口碑资

科，一般均与文字资料互相印证。

八、本志基本上足以事命题，采用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或两者相结合

的方法编写。全志共分十四章、六十二节。

九墨夸志采用公乖纪簪，．民国时期的纪年均在括号内加注公君纪年。

十、本志。数码”的写法，除习惯用法和个另IJ情况采用汉字数码外，其

余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十●、本志下限为1985年。但个别统计表和第十四章。志余"，延续

至198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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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劳动，刨造了世界上—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j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

、展的最基本条件。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彼此之间发生一定的关系，即劳动关

系。这种关系必然要受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制约，使劳动具有社会性质。

翻开历史典籍，+考证出土文物，可知，远在春秋时期i铜官山下的劳

动人民就在这儿采矿冶铜，他们用自已韵勤劳和智慧'创造着灿烂的古代

文化。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来到铜官山下的冶铜场，观看了冶炼场景。他

在《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中，以浪漫的诗句，尽情地描绘亍铜官山炼铜

规模的宏伟，冶炼工匠气概的英雄和技艺的高超。

如果从东汉时期在这儿设置铜官镇开始，在那长达一千九百余年的封

建社会里，铜官山下的矿冶工匠，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开矿铸钱，为剥削阶

级做苦工，他们所从事的是奴役性劳动和强制性劳动。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铜官山矿以后，把这里变成了集中营。矿工们没有

自由，每天要劳动“至i6／]、时，只能得到1斤(16两制)粮食，还常受虐

待和打骂，稍有不慎，就被枪杀。工人们劳不保生，死不保葬，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1943年初，铜官山矿数百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为

期’3天的罢工，阿日本商人提出不准随便捕人杀人。要改善生活t缩短罩

时和要求改善矿山设备、减少死亡事故等要求，取得了部分胜利．，为锅宦

山劳动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9年4月21日，铜陵解放了，矿山工人摆脱了被压迨、被剥骶的地

位，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此，劳动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s劳葫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党秘人民政府瀚

7保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制定了劳动就业、工资稻科、劳动保护等亮
面的方针政策。

1'953年，随着铜底，山矿务局的全面投产以后，为处理劳动关系问题魄

势动正资群也应运而生，开始了社会主义新矿山的劳动管理工作。

195．7年以前，锕官山矿务局劳动工作的重点是：一

玉J’保证矿山建设的劳动力供应，从1953年到，195．7．年，矿务局组织供

应劳动力4668人。

2、培养技术工人，仅1955年，·矿务局委托外单位培养6；8名新玉人，：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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