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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劳动局领导在评审志穑。左起刘鲁峰，李恩举．齐海泉．董训斋。孙如茂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二日，济宁市首届劳务

市场在西关体育场举办

在劳务市场上．市劳动局局长齐海泉，

副局长李恩举接受记者采访



济宁市首届劳务市场鸟瞅 济宁市就业培训中心学员在宴习

Ⅲ宁市劳动服务公司集体企业生产的品在北京展销期闻，陈幕华剐委员

规褰

，金■

济宁市劳动服务公司办公营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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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拄工学校教学大楼 济宁市技工学枝实习场车间一角

一九八八年四月七日。济宁市劳动



济宁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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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水处理化验室一角

济宁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在对申请病堪

职工进行病情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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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济宁市劳动志》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协助下，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

力和有关同志的辛勤劳动，今天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是一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宝贵实用价值的资料性书籍。它的出

版发行，不仅填补了我市劳动志的空白，而且对于研究我市劳动的历史发展和

加强现阶段劳动法制建设，无疑将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它是各级机关、企事

业单位劳动、人事、工会工作者的必备读物，也是经济研究工作者和有关经济、

法律等专业师生的重要参考书籍。

劳动工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劳动工作担负着繁重的任务，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做

好劳动就业工作，搞好劳动、工资、保险制度的综合配套改革，加强职业技术培

训、劳动保护等项工作，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创造

良好的环境；有利于正确处理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实现发展经济

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预期目标；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保护企业与职工的合法权

益，调动劳动者的生产、工作积极性，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

借《济宁市劳动志》出版发行之际，向给予支持协助的社会各界，向直接从

事搜集、整理、编写工作的同志表示我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也衷心祝愿从事劳

动、人事工作的同志‘和有关科研工作者，为劳动、工资、保险等项制度的深化改

革，为繁荣济宁、振兴济宁、富民兴市做出更大的贡献l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地方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遵循“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的原则，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着重记述建国

后劳动部门的业务工作。

三、全志包括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4大部分。专志设1l章，分章、节、

目记述。采取了述、记、志、图、表、录、照七种形式。

四、断限上起1881年，下至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

“建国前(后)’’；建国前采用朝代记年、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采用公

元纪年。数字以1987年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联

合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五、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以及文、书、会议等名称，一律用正称，首次

出现时用全称，后一般用简称；人名直书。

六、资料、数字多选自济宁市及本单位档案史料，有些数字来源于统计局

统计数字。

七、济宁地方建制、行政区划、隶属关系历年多有变化。本志中记述的地域

范围以1988年底济宁市行政区划为界，各区域的称谓，使用当时的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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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济宁历史悠久，夏称仍国，周改称任国，秦改设任城县。金天德二年(1150

年)济州迁至任城，元升济州为济宁府，明降济宁府为州，清改称济宁直隶州，

中华民国废州设道，后改称济宁县。1946年1月9日济宁第一次解放后始称

市。

1950年设立滕县专区。1953年7月，改设济宁专区，1967年改称地区。

1983年10月，撤销济宁地区，将原济宁市改建为省辖地级市。到1988年末，

济宁市辖市中区、市郊区、兖州县、曲阜市、泅水县、邹县、微山县、鱼台县、金乡

县、嘉祥县、汶上县11个县(市区)。总人口619．13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637人；其中社会劳动者人数304．51万人，非农业人口85．01万人，职工总数

486478人。

济宁市位于黄河下游。久负盛名的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水陆交通方便，

手工业、商业较发达，是孔、孟、颜、曾等古代文化名人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地

区，市区历为鲁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驰名中外的玉堂酱园，创办于清康

熙五十三年(1714年)，距今已有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但现代产业工人产生

较晚。清光绪六年(1880年)，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沿运河南下，清光绪七年

(1881年)设立济宁电报分局。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设立济宁邮政局。随

着邮电企业的建立，境内有了现代产业工人。

民国元年(1912年)，津浦铁路和兖济铁路支线通车，为济宁工业的发展

提供了交通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一度

放松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控制，济宁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济宁永

顺铁厂、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同鑫祥打蛋厂、济丰面粉公司、振业火柴公司济宁

分公司等企业相继建立，使济宁的现代产业工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但一直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济宁没有统一管理劳动工作的机构，工人政治地位

和社会地位低下，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

剥削。技术工人多是从外地招聘，一般工人和学徒工在本地雇佣。就业方式是

由资本家或企业主与雇佣人员签订铺保书直接雇佣。工资待遇很低，学徒工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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