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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陈进玉

在新世纪之初，<宁夏人事劳动志》出版了。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o

《宁夏人事劳动志》的编纂出版正逢社会主义祖国处于重大变革时期；现
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国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以世人瞩

目的速度向前发展，《宁夏人事劳动志》在这个时期编辑成书，确是一件幸

事o

《宁夏人事劳动志》以改革的眼光，完整地记录人事与劳动工作的变迁过
程，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反差极大的人事劳动制度都做了客观记载，

具有资政、存史、教化、服务社会的重要意义。我粗略地阅读了《宁夏人事

劳动志》的付印稿，觉得这部志书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从宏观的角度记载了

1949年至2000年宁夏人事劳动工作50年间的迭宕变化过程；二是从微观上利

用志书的体例特点，把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以语体文的形式全面

记载，使读者对当时的具体政策精神一览无余，不留悬念。阅读之后，既可

了解当时的人事劳动总体概况，又可掌握当时当地的具体政策标准，符合人

事劳动志的专业特点。

宁夏人事劳动志的《概述》和《大事记》也很有特色o《概述》从先秦时

代宁夏引进劳动力人手，抓住宁夏人文地域的特殊个性，使古代宁夏人文经

济与现代宁夏人事劳动工作形成了一种必然的逻辑联系o《大事记》则对人事

劳动工作中的大事、要事的发端、背景、结果均做了记载，其间涉列的要素

也作了交待，阅读大事记，就能知晓宁夏人事劳动工作的概况和相应的细节，

为今人和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人事劳动工作，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

相关，与社会的文明进步息息相关。编辑出版《宁夏人事劳动志》是全区政
府职能管理系统和人事劳动系统中的一件大事，是一件十分辛苦、十分细致

的工作。我谨向参加编辑的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慰问。同时，也希

望全区所有从事人事劳动工作的同志能抽出时间读一读这本有用的书o

2001年12月10日



序二

岸 =

自治区人事厅厅长张小素

<宁夏人事劳动志》，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部反映人事劳动工作发展进
程的志书。

它真实、客观地记述宁夏回族自治区在人事劳动工作中有代表意义的事

件和人文，为当代和后世提供比较完整、翔实的人事劳动工作史料。宁夏人

事劳动志是我区人事劳动制度发展变化、改革完善的一个缩影。

宁夏人事劳动志全书94万字，由人事与劳动两个部分组成；文字比例各

占一半。纲目结构为：篇、章、节、目四个级别。志书本着“略古详今”的

原则，重点反映解放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宁夏人事劳动工作

的状况和人事、劳动制度方面的改革历程以及相应的文献精神o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进行艰苦的

尝试，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社会主义文明发

展的进程。但是，由于十年内乱，党和国家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

失o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使中华民族进入了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人事、劳动工作如何适应新形势，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广大人事

劳动工作者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为了切实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政策，加快我

区人事劳动制度改革，宁夏人事劳动工作者奋力从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中解放

出来，积极探索、认真研究，从90年代起按照市场经济的格局出台了一系列

实质性的改革政策。劳动法的实施，公务员制度的推行，干部的分类管理，

人才流动与人才的市场化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的评聘与继续教育，职业

技能的开发与培训，劳动合同制的全面推行以及养老保险费用统筹等一系列

重大政策进入实质操作阶段o《宁夏人事劳动志》比较全面客观地记载了这些

改革的做法，力求客观、真实、明确，使后人对人事劳动制度的改革有一个

全面的认识。

《宁夏人事劳动志》下限至2000年，与其他省区相比，志书的出版虽然滞

后，但是这个时间差却使我们的志书有机会扩大内涵，不仅记载了计划经济

时期的政策内容，而且还记载了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演变过程，因而使这部志

书具有一定的特色，在人类进入21世纪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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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史志，是一项总结前贤，启迪后世，留传千古，继承文明的宏大工

程。宁夏人事劳动厅从1986年起着手这项工作，期间由于领导班子的变更和

其他原因，使之三起三落o 1998年，时任领导依据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有关文

件精神，重新开展了这项工作，历时三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志书的编写。在此，

我们向为编写这部志书付出辛勤劳动的有关同志，向关心支持这部志书编写

工作的有关部门、有关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志书的不足与错漏在所难免，希望各界同仁海涵

指正。谨此以序o

2001年12月6日



凡例

1．断限：志书中的《概述》记载秦汉以至民国时期宁夏境内劳

动力构成、社会人文概况外，其他正文上限194．9年，下限至

2000年；

2．体例：遵从志书大体，纵述史实，横排类目，按篇、章、

节、目的次序记载，个别章节根据内容特点按时问段记载；

3．结构：设志、记、述、表、照、录等体载，以时为序，因事

系人，不设人物传；

4．称谓：除序文和概述内容以外，均以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

5．纪年：历史朝代记述保留当时的汉字纪年，其他均采用公元

阿拉伯数字表述年代时间；

6．志文范围：概述记载宁夏及与宁夏发展演变相关的大环境人

文情况；其他章节记述宁夏人事劳动组织机构、相关政事、

社会效果等具体业务；

7．志文数字：志文中的有关数据来源于人事劳动厅年终总结报

告、各处室汇报材料；

8．文中的“建国前”或“建国后”(也称解放前、解放后)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或建立之后；

9．《大事记>独立成章，一般不与正文重复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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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O

O

O

O

0

0

O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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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改革就业制度⋯⋯⋯⋯⋯⋯⋯⋯⋯⋯⋯⋯⋯⋯⋯⋯⋯⋯⋯⋯⋯⋯⋯⋯⋯(393)

建立劳动力市场⋯⋯⋯⋯⋯⋯⋯⋯⋯⋯⋯⋯⋯⋯⋯⋯⋯⋯⋯⋯⋯⋯⋯⋯(394)

劳务输出⋯⋯⋯⋯⋯⋯⋯⋯⋯⋯⋯⋯⋯⋯⋯⋯⋯⋯⋯⋯⋯⋯⋯⋯⋯⋯⋯(395)

劳动就业服务企业⋯⋯⋯⋯⋯⋯⋯⋯⋯⋯⋯⋯⋯⋯⋯⋯⋯⋯⋯⋯⋯⋯(399)

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的创立⋯⋯⋯⋯⋯⋯⋯⋯⋯⋯⋯⋯⋯⋯⋯⋯⋯⋯⋯⋯(400)

劳服企业整顿发展⋯⋯⋯⋯⋯⋯⋯⋯⋯⋯⋯⋯⋯⋯⋯⋯⋯⋯⋯⋯⋯⋯⋯(40i)

劳服企业的优惠政策⋯⋯⋯⋯⋯⋯⋯⋯⋯⋯⋯⋯⋯⋯⋯⋯⋯⋯⋯⋯⋯⋯(404)

劳服企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406)

劳服企业协会与劳服企业11QC质量管理⋯⋯⋯⋯⋯⋯⋯⋯⋯⋯⋯⋯⋯(407)

就业培训⋯⋯⋯⋯⋯⋯⋯⋯⋯⋯⋯⋯⋯⋯⋯⋯⋯⋯⋯⋯⋯⋯·(413)
就业训练发展概况⋯⋯⋯⋯⋯⋯⋯⋯⋯⋯⋯⋯⋯⋯⋯⋯⋯⋯⋯⋯⋯⋯⋯(413)

制定规划全面培训⋯⋯⋯⋯⋯⋯⋯⋯⋯⋯⋯⋯⋯⋯⋯⋯⋯⋯⋯⋯⋯⋯⋯(415)

劳动就业训练中心⋯⋯⋯⋯⋯⋯⋯⋯⋯⋯⋯⋯⋯⋯⋯⋯⋯⋯⋯⋯⋯⋯⋯(4x8)

社会力量参与就业培训⋯⋯⋯⋯⋯⋯⋯⋯⋯⋯⋯⋯⋯⋯⋯⋯⋯⋯⋯⋯⋯(421)

转业训练与再就业培训⋯⋯⋯⋯⋯⋯⋯⋯⋯⋯⋯⋯⋯⋯⋯⋯⋯⋯⋯⋯⋯(422)

职工失业保险⋯⋯⋯⋯⋯⋯⋯⋯⋯⋯⋯⋯⋯⋯⋯⋯⋯⋯⋯·(425)
职工失业保险基金⋯⋯⋯⋯⋯⋯⋯⋯⋯⋯⋯⋯⋯⋯⋯⋯⋯⋯⋯⋯⋯⋯⋯(425)

失业保险救济对象⋯⋯⋯⋯⋯⋯⋯⋯⋯⋯⋯⋯⋯⋯⋯⋯⋯⋯⋯⋯⋯⋯⋯(426)

失业保险救济期限与标准⋯⋯⋯⋯⋯⋯⋯⋯⋯⋯⋯⋯⋯⋯⋯⋯⋯⋯⋯⋯(426)

失业保险管理机构与职责⋯⋯⋯⋯⋯⋯⋯⋯⋯⋯⋯⋯⋯⋯⋯⋯⋯⋯⋯⋯(430)

劳动就业服务与社会保障⋯⋯⋯⋯⋯⋯⋯⋯⋯⋯⋯⋯⋯⋯⋯”(430)
劳动就业服务局的建立⋯⋯⋯⋯⋯⋯⋯⋯⋯⋯⋯⋯⋯⋯⋯⋯⋯⋯⋯⋯⋯(431)

劳动就业服务局工作职责⋯⋯⋯⋯⋯⋯⋯⋯⋯⋯⋯⋯⋯⋯⋯⋯⋯⋯⋯⋯(432)

劳动就业服务工作的发展⋯⋯⋯⋯⋯⋯⋯⋯⋯⋯⋯⋯⋯⋯⋯⋯⋯⋯⋯⋯(433)

劳动就业服务体系的完善⋯⋯⋯⋯⋯⋯⋯⋯⋯⋯⋯⋯⋯⋯⋯⋯⋯⋯⋯⋯(434)

劳动就业服务向社会保障转移⋯⋯⋯⋯⋯⋯⋯⋯⋯⋯⋯⋯⋯⋯⋯⋯⋯⋯(436)

第十篇 职业技能开发与培训

学徒培训⋯⋯⋯⋯⋯⋯⋯⋯⋯⋯⋯⋯⋯⋯⋯⋯⋯⋯⋯⋯⋯⋯⋯⋯·(441)

学徒制度概况⋯⋯⋯⋯⋯⋯⋯⋯⋯⋯⋯⋯⋯⋯⋯⋯⋯⋯⋯⋯⋯⋯⋯⋯⋯(441)

学徒技术培训政策⋯⋯⋯⋯⋯⋯⋯⋯⋯⋯⋯⋯⋯⋯⋯⋯⋯⋯⋯⋯⋯⋯⋯(442)

学徒、技工培训后的考核与待遇⋯⋯⋯⋯⋯⋯⋯⋯⋯⋯⋯⋯⋯⋯⋯⋯⋯(444)

学徒培训制度改革⋯⋯⋯⋯⋯⋯⋯⋯⋯⋯⋯⋯⋯⋯⋯⋯⋯⋯⋯⋯⋯⋯⋯(446)

技工学校⋯⋯⋯⋯⋯⋯⋯⋯⋯⋯⋯⋯⋯⋯⋯⋯⋯⋯⋯⋯⋯⋯⋯⋯⋯⋯(448)

宁夏技工学校的组建与发展⋯⋯⋯⋯⋯⋯⋯⋯⋯⋯⋯⋯⋯⋯⋯⋯⋯⋯⋯(448)

技工学校教学改革⋯⋯⋯⋯⋯⋯⋯⋯⋯⋯⋯⋯⋯⋯⋯⋯⋯⋯⋯⋯⋯⋯⋯(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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