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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置泉州至清代，主要职官均由朝廷任命和选派。民国时期，县长由省政府任免，县

属各科(局)由县长推荐省委任。乡镇(区)长由县长选聘，公立中、小学校长分别由省教

育厅和县长委派，公教人员由县政府招聘。至于工商各业，则由百姓各自谋就，政府不过

问，社会失业现象严重。除个别外资、官办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的员工有一些零星劳保福利

外，多数企业(厂、店)主不管职工的生老病死，劳动者没有劳保福利等社会保障。

民国38年(1949年)8月31日泉州解放后，干部奇缺，主要由南下干部、中共地下工

作人员和南下服务团担任，改造旧机构留用人员。1951年1月泉州建市后，地方党政十分

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和劳动就业工作。在实行编制管理的同时，劳动、人事机构逐步建立、健

全，协同市委组织部门开展工作。1951年底，吸收经过实践锻炼的积极分子充实干部队伍。

随着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和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干部队伍不断充实壮大，从而满足各项事

业发展的需要。干部的录用、任免、奖惩、工资、福利工作走上轨道。劳动工作纳入国家计

划管理，低工资、高就业，广泛安置(救济)失业人员和待业人员，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

失业现象，劳动力得到较合理调配。在培训职工、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劳动保护、提高生

活福利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

但是，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发生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期间的

盲目上马和1964年的“四清”运动等。干部职工队伍缺乏必要的稳定发展，挫伤一部分干

部、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文化大革命”期间，劳动人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管理

混乱，干部任免极不正常，职工队伍急剧膨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恢复、加强劳动人事工作，并逐步进行改革。1978

年开始，按照干部“四化”要求选拔录用干部。1980年起，打破“统包统配”框框，允许

多种就业形式并存，广开就业门路。1984年后，建立岗位责任制，并把考核与奖惩结合起

来；把个人考核结果作为入党、提拔、评优的依据。1985年后，吸收录用干部采取“面向

社会、公开招考”的做法；配合泉州开展人才交流活动，使人才流动进入“三资”和乡镇企

业。另一方面对新招收的职工推行合同制。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管理措施日渐配套和完

善，劳动保护工作不断加强，工资结构日趋合理，福利不断改善，干部、职工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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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业安置

第一章工人管理

第一节劳动就业

民国时期，经济凋敝，失业严重。民国38年(1949年)泉州城区失业者即达4700多

人。解放后，人民政府重视失业人员的救济、安置工作。1950年下半年至1953年，计安置

失业人员4121人。
^

1954年起，贯彻“介绍就业与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至1955年全市计安置902

人。1956年，由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产发展，就业门路拓宽，全年通过劳动部

门安置的失业工人和社会知识青年达1863名。至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基本解决。

与此同时，对新增长的劳动力及社会无业人员适当进行就业安置，至1956年先后安置

916名求职青年和家庭妇女。1957年，全市新增待业青年4780人，就业形势严峻。市成立

生产办公室，开展劳动就业宣传教育，全年安置873人，安置临时工1737人次。

1958～1959年，各行各业“大跃进”，盲目招工，职工队伍急剧膨胀，两年间新增9169

人，其中来自农村4520人。1961～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实行精简下放，就业人数逐年缩减，3年中仅安置1063人。1963年后，经济形势好转，就

业人数迅速上升，至1966年共安置11111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就业制度遭破坏，工作一度停顿。1968年后，掀起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运动。1971～1972年，由于盲目招收农村青年就业，临时工转正，以及贫下中农充实

财贸队伍等，累计招工5520人。1974年起，执行国务院规定对全民企业职工招收其符合招

工条件的一名子女补员，至1977年全市计安置1457人。同年，因征用北峰公社双塔大队土

地7亩多，安置厂社挂钩合同工58人。

1977年后，认真贯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就业方针，至1978年共安置5911人。

同年，全民及县以上集体企业全面实行补员制度，至1986年10月该制度废止，全市计安置

13790人。1979年，需要安置待业人员8500人，任务十分繁重。市劳动局成立劳动服务公

司，专职处理待业问题。当年安置4327人。

1980年起，打破“统包统配”框框，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

谋职业“三结合”方针。广开就业门路。1982年后推行公开招考合同制工人办法。1980～

1990年，全区(市)共安置待业人员67825人，其中合同制工人9951人。1991～1992年，

又安置10177人，其中全民招工639人，集体7656人，个体1879人，输出港澳劳务24人。

1992年，城市待业率降低到1．5％，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成为安置城镇待业人员的

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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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山下乡知青安置

1962年，泉州市开始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在国营林、茶场，至1968年计动员

2387人。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

后，全市迅速掀起上山下乡高潮，至1978年底累计14431人，主要安置在德化和宁化、清

流、明溪、将乐、大田等县以及市郊罗溪、马甲、河市、城东、东海、北峰、江南、满堂红

等公社。

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的第一年，每人由国家发给农具费120元，住房修缮费200元，生

活费每月8元；第二年起国家不再补贴，下乡知青分散居住在农民家里或生产队队部。1975

年以后，采取国家拨款、生产队投资的方式，兴建知青住房，至1977年共兴建141座925

间，可供2300名知青住宿。

1973年起，开始接受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安置。1978年起，对仍留在农村的下乡知青逐

步调离，多渠道、多形式予以安排就业。至1980年，下乡市郊知青除病退等原因离开者外，

其余2345人均得到妥善安置，其中招工、提干1559人；下乡外地知青，劳动部门也与安置

县密切配合，逐个妥善安排。

表21—1 若干年份工人总数表 单位：人

年份 人数 附 注 年份 人数 附 注

1951 5940 私营工商企业职工数 1976 47793

1953 12393 包括国营、私营 1984 111542

体制改革后，所属国营
1959 31700 1986 44083

二轻系统企业划归市属

其中全民20050人，集体
1964 25098 1990 53166

26150人，其他6966人

1972 37939

三、劳动就业服务

1965年，泉州市成立劳动服务队，下设4个服务站，从业人员1104人，分为4个队和

5个厂、店。越年，安排临时工856人，协助企业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文化大革命”期

间，该队解散，部分职工安置到市第一、第二建筑公司。

1979年6月，成立泉州市劳动服务公司，负责统筹劳动就业，开展就业培训，发展劳

务企业，输送和管理企业临时用工。1982年，公司创办与扶持开办劳务企业lO个，至1990

年所属企业发展至100个，职工1397人。当年生产、经营总值1233．5万元，利润62．4万

元，上缴税金66万元；公司先后举办会计、缝纫等多种培训班，共培训14457人次，安置

就业1160人，介绍给各企事业单位临时工72873人次。1991～1992年，进一步加强社会劳

动管理，在全区10个乡镇(场)设立劳动就业服务管理站，建立5个职业介绍所；基本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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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区就业培训中心主体工程，先后开办专业培训班122班次(期)，4754人受训。1992年。

区劳动服务公司所属企业增至150家，经营总额达1684万元，实现利润128万元，上缴税

金108万元。

第二节劳力调配

一、社会劳力调配

1951年，泉州市取消人力车和肩挑理发行业，动员1287名失业工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劳动。

1954年，贯彻劳动部<关于建筑工人调配暂行办法>，对劳动力的调配逐步实行计划管

理，至1955年计调配5642名建筑工人参加国防建设。

1958年，组织6120名民工修防洪堤；为适应“大跃进”需要，从市郊抽调4500名农

民入城，并动员500人开发清源山。越年，动员外流外调农民5457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1963～1964年，先后组织1823人移民开发山区经济，动员218人回乡生产。

1965年，输送428名民工支援古田莪洋和三明地区建设，组织城镇无业人员1214人下

乡务农。

1972年，组织民工700余人支援永安安砂水电、福剑(福德一剑斗)铁路工程建设。

此后，大规模社会劳动力调配工作停止。

二、工人调动

1960年起，开展地区间职工余缺调剂，调出530名工人到连城伐木场参加生产。调出

298名技工支援建瓯营建工程。

1961年，开始根据部门、企业劳力余缺情况进行内部调剂，当年从工业系统调给商业

部门64人、交通部门38人、手工业部门231人、其他15人，并从重工业部门调给轻工业

62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常从生产部门抽调工人从事政治性活动，搅乱正常的调配工作。

1980年开始，着手解决夫妻长期分居两地问题，逐步进行工人异地工作调动，至1990

年累计调入1894人。调出255人。

1984年起，市区企业间职工的余缺调剂由企业自行办理，鲤城与外地区之间的调动仍

归劳动局管理。1985--1989年，地区间累计调入706入，调出66人。1991～1992年，调入

102人，调出18人。

三、工人精简

由于“大跃进”期间职工盲目增长，1960年起开始，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八

字”方针，精简人员，全面安排城乡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至1964年全市累计精

简工人9887人，压缩城镇人口13364人。

1970～1971年，政出多门，盲目招工情况严重，职工猛增至24610人。1973年，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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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减工作，至1976年职工人数下降至19943人，净减4667人。1978～1979年，进行企业

整顿，清理、压缩不符合政策规定的计划外用工1267人。

第三节职业培训

一、就业培训

(一)短期培训

1951--1952年，为帮助失业人员创造就业条件，市举办4期转业训练班，计500人参

加，学习结束后分别安置在银行等单位工作。

1954年，根据生产需要培训新工人95人，分配到各企业。

1956年，配合手工业联社举办会计训练班，计培训33人，委托代培装灯工8人。

1959年，为保证泉州钢铁厂2号高炉生产用工需要，从社会青年中招收炼焦工人100

名，进行就业前短期培训；举办6期361人参加的社会待业人员劳动就业训练班，结业后分

配到泉州糖厂、钢铁厂工作。

60～70年代，短期培训工作时断时续。

1980--1981年，为提高待业人员素质，举办会计、无线电、缝纫、财务等培训班数10

期，培训1808人。1985年，开办各类专业班54班，参加培训2330人。

1986年后，贯彻“先培训，后就业”方针，成立区劳动就业培训中心，至1992年计开

办电器维修、中英文打字等专业班347班(期)，培训11415人次。

(二)学校培训

学校培训工作始于60年代。1964年，创办4所劳动学校，下设22个分校，共32个

班，学员1135人，其中文化9班319人，财会21班752人，医药2班64人。

1965年7月，因纺织工业和机械工业劳动力不足，市劳动局配合教育局、工业局举办

泉州市工读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和高中肄业生330人。学制纺织3年、机械4年。学校采

取间周集中上课和下定点厂学工的教学方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常教学秩序受干扰。

1968年学校停办，学员回定点厂参加工作。

1980年，成立泉州技工学校，至1985年底先后开办制糖、烹饪等12个专业，毕业

1200余名。

1983年，举办职业高中，设幼教、电子等6个专业7个班，学员290人。

1984年，配合市文化宫举办职业学校，开设英语、会计等专业，培训学员280多人；

配合市建筑总公司举办建筑专业培训班，纳入国家招生计划，学制两年，学员87人。

1986年鲤城区成立后，技工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注意培训与企业生产相结合，至

1992年先后有1655人人技校学习，职业高中毕业生近2000名。

二、在职培训

(一)文化补习

1952年，开始举办职工业余学校，学习文化和技术。1954年，举办供销社社员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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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员123人，越年增至285人。

1964年。举办市职工业余文化学校，聘请专、兼职教师23人，设置初小至初中年段的

文化班70班。学员1001人。

1980-1981年，举办职工文化补习班38班，学员3492人；3425名职工参加业余工校

学习。

1982年，开展职工文化普查，各企业白办补习班，53．1％的青年工人参加。此后年年

均有数千人参加文化补习班，1985年文化补课任务基本完成。

(二)专业技术培训

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交部门所需技术工人大多在生产中通过以师带徒形

式解决。越年。举办手工业合作社(组)理(监)事、正副组长培训4期，194人参加。

1959年，市保修厂等单位又以师带徒、老带新办法，在岗位上培训一批技术工人。

1964年。举办写作、美术等6个专业班，学员672人。

1965年，举办锅炉司炉人员训练班2期，经考试合格发绘司炉操作证74人。1974～

1985年。经学习、考核，又有504人合格发证。

1979年，举办电子学习班、微生物研究班、财会培训班，造就一批专业人才。1980年

起，各企业大抓全员培训，专业、技术补课形成热潮。1986年以后，随着职工文化补课与

专业、技术补课任务的基本完成，培训工作走上经常化、制度化轨道，劳动部门与企业根据

生产需要经常组织职工学习专业技术，先后举办电工、厂长、经理、矿长等多种培训班。

第四节劳动争议仲裁

1951年6月，成立泉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制定<泉州市劳动争议程序施行办

法>。8月起，为主动解决劳资争议，基于民主、平等、自愿的原则，组织全市性劳资协商。

同年，受理劳动争议106件，通过劳资协商解决1627件。

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劳资关系紧张，一方面资方生产情绪低沉，另一方面工人

有“左”的思想，对资方限制过严。全年受理劳资纠纷242件，包括解雇工人73件，停伙、

停薪5件，积欠工资19件，虐待工人11件，逃资14件，妨碍生产25件，营业困难、违犯

店规等95件；处理195件，其中决定解雇41件，继续雇用31件，继续生产48件，补发工

资2件，转法院办理3件，其他25件；处理未结果15件，调解处理30件。

1953年，私营企业发生劳动争议231件，手工业方面居多，国营企业、合作社、公私

合营企业仅4件，涉及职工776人，调处222件，转法院办理9件。越年至1955年，妥善

处理劳资争议388件。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劳资关系发生根本变

化，劳动争议仲裁工作随之停止。

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就业形式的出现，劳动争议仲裁工作得

到恢复和发展。

1987年6月，根据省政府<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法规实施细则>成立鲤城区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全区52个国营企业有47个建立基层调解委员会。在打基础、抓防范、

注重实效的思想指导下。把工作重点放在争议之前，在各类企业开展劳动合同鉴证工作。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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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营企业职工因各种原因被开除公职2人，除名3人，开除留用1人，自动离职11人。

由于做好处理前的疏导工作，无发生劳动争议上诉案件。1989年，全民、集体企业职工被

开除、除名、解除合同和自动离职计86人，其中有争议4人，均调处解决，无发生仲裁案

件。1990年，依法仲裁1起，调解1起，案外调解3起。同年起，着手抓“三资”企业劳

动合同鉴证工作，以保护企业与职工双方的合法权益。1991～1992年，完成区劳动争议仲

裁庭开庭试点工作，举办一期外商投资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干部培训班；受理劳动争议案件9

起，依法调解2起，案外调解7起；维护企业行政部门的自主权，支持除名、辞退违纪职工

84名，同时做好被开除、辞退人员的疏导工作。

一、安全监察

第五节劳动保护

1951年，成立泉州市厂店安全委员会，下设商业、工业、手工业三个分会，开展安全

卫生大检查，初步改善厂店卫生条件，督促私营企业实行8小时工作制，纠正和制止加班加

点现象。越年，发动群众拟定操作规程，制定公约，改善安全设施。

1953～1955年，通过安全生产大检查，发现不安全、不卫生因素866种，解决713件。

全市有32个工厂、企业建立、健全安全操作制度，增添安全防护设备。

1956～1957年，将劳动保护措施的实施列入生产财务计划，制定和颁布<限制加班加

点暂行办法>，开展夏、秋两季防暑降温工作；加强安全生产防范工作，全市44个工厂编制

安全技术措施计划，对13个有毒粉尘危害的工厂进行治理。

1958年“大跃进”后，盲目“大干快上”，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增多，伤亡事故急剧上

升。1958年4月至1959年6月，全市发生工伤事故123起，火灾5起，中毒2起，造成死

亡14人，重伤78人，经济损失7．7万余元的严重后果。1959年下半年，全市组成345个

安全检查小组，广泛发动群众共检出不安全因素11576种，边整边改11012种，初步堵塞产

生事故的漏洞。

1960年后，各单位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机构和安全制度。广泛开展以防火、防工伤、

防交通事故为中心的安全生产运动，增添安全设备，消除不安全因素，狠抓夏季防暑降温工

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工厂、企业生产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安全机构瓦解，安全监

察工作陷于停顿。

1977年，恢复劳动保护工作，纠正忽视安全生产的错误倾向。越年，开展防暑降温工

作大检查，贯彻“预防为主”、“土洋结合”方针，大力推广以前行之有效的各种技术、保健

措施。1979年，开展夏季安全生产大检查，计检查企业91个，表扬先进单位22个，对5

个不重视安全生产的单位给予批评；协同有关部门解决保护措施，落实经费、材料。

1980--1984年，每年5月份均开展“安全月”活动，通过安全大检查，整改隐患，成

效显著。

1984年后，劳动、安全监察工作逐步由管理型转为服务型，由事故追查型转为事故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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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型。1985年起，市建立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专责协调各有关部门研究处理有关

重要安全生产工作，先后对19个乡、镇(场)、街道，548个企业单位和24个建筑工地进

行安全监察。查出事故隐患2359项，对事故隐患严重的6个单位发出劳动安全监察指令书，

限期整改。同时，对泉州电冰箱厂等新建、扩建和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实行劳动保护措施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审批、同时施工、同时验收的“三同时”制度，并进行消防10项标准验

收、危房鉴定、升降机检查。1989年起，举办特殊工种培训，对矿长(业主)进行安全资

格培训、考核，实施持证上岗制度。

1990年，对企业实行全面监察和专项监察，把考核指标分解给各企业；在市区4个街

道、近郊2个乡镇举办6期工厂企业厂长(经理)安全资格培训班；对15个重点商场、仓

库。19个乡镇场、街道，24个建筑工地进行安全检查；对事故隐患严重的2个单位发出指

令书；对92个单位发出监察意见书，指令整改事故隐患521条。

1991～1992年，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发出劳动监察整改意见1600多

条、指令22条，责令5个管理混乱、安全设施差的企业停产整顿，对4个事故隐患严重的

建筑企业限期整改，查禁5家未经许可土制安装升降机，对53幢总面积24773平方米的危

险厂房、仓库进行检查鉴定，督促排除险情。同时，严厉查禁使用童工。

二、防护保健

(一)职业病防治

1956年5月，贯彻国务院<关于防止厂、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对有毒气体、粉

尘等易使职工产生职业病的12个工厂进行调查。在1407名工人中发现有298人患肺病、血

丝虫病、妇科病等疾病，及时督促治疗处理。

1959年4月，进行职工寄生虫病防治。当年全市完成1046名工人的检查与治疗；对

3303名女工阴道滴虫进行查治。在工业区推广喷雾过筛等措施，防范尘粉污染。深入蓄电

池厂等企业，协助治理职工铅中毒问题，改进生产措施和操作工序，采取“密闭法”，增添

排铅蒸汽和铅尘排气设备，改善劳动条件。

1964年上半年，对从事矽尘危害工种的129名工人进行全面体检，发现染病的职工及

时给予治疗和休养；对塑料厂从事有毒和放射性高的26名职工实行常年保健津贴。

“文化大革命”期间，职业病防治工作停顿。1977年，对27个工厂进行苯中毒普查防

治工作，在612名苯作业工人中发现有轻度苯中毒工人。中毒患者送省职工防治院治疗。

1979年，开展尘毒危害普查。全市全民和市办集体企业128个。工人29778人，有尘

毒危害的单位50个，其中危害和污染严重的单位20个，接触尘毒物质的职工7768人，发

现患I期矽肺40人，Ⅱ期13入，Ⅲ期10人，可疑64人。通过普查，加强职业病防治工

作。组建电镀中心，集中管理全市35个电镀单位，20个单位采用无氰工艺。20个尘毒危害

严重的企业中，结合工艺改造，完成6个比较系统的密闭自动生产流水线，14个采取局部

防护措施。

1983年，市机床厂矽粉尘改造项目完成。泉州电镀厂砂轮防尘、铸造厂防尘降温、衡

量厂防尘项目均得到落实。

1985年，落实市农械厂、胶鞋厂等技术改造经费，同时加强冲床和高频机的安全监察，

^目_：一：a—i；—一勺E

m；

：。0：n



706 卷二十一劳动人事

分别在电机厂、喷雾器厂召开冲床安全防护装置现场交流会，并在市华侨塑料厂、棉塑厂开

展高频机屏防试点工作。

1986年以后，职业病防治工作转入经常化、制度化，经常对危害单位进行检查、监测。

加强管理，尘毒危害逐步减轻。

(二)防护用品、保健食品发放

1962年，开始对从事高温和有毒工种的工人发放保健食品、防护用品，当年全市供应

1199人，发放鱼、肉589．5公斤，食糖294．5公斤，工作服用料3440米，还有缝补用布、

毛巾、水鞋等。

1963～1965年，对有害身体健康工种的1398名工人，供应保健副食品及必要防护用

品，对机械、化工、水泥、造船、陶瓷等16个厂306人实行保健津贴。

“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一度中断。1973年下半年，推广北京北郊木材厂整顿劳保用

品经验，全面整顿劳动保护用品的供应、发放、管理工作，全年发放防护用品单位237个，

整顿212个，占总数89．7％；核实劳保供应人数28426名，比上年实有供应人数31383名

减少2957名，下降10．4％。越年，对接触有毒有害物质2718人，高温作业943人，每人

月供猪肉1公斤、生油O．25公斤、食糖0．5公斤。

1980～1983年，全市办理劳动防护用品196个单位、5645人次，审批保健食品169个

单位、54629人次。

1984年8月起，工人保健食品过去由企业发放改为由各主管部门发放。

(三)女工保护

1952年起，贯彻劳动保险条例，女工产前产后共给假56天，小产给予30天以内的产

假，难产或双生，增假14天。产假工资照发，并发生育补助费4元，接生费由企业负担。

1956年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女工保健条例>，各企业对怀孕女工给予安排轻便工

作，有条件的不作夜班。生育期、哺乳期内进行适当照顾。有些企业还设立哺乳室，举办娃

娃组、托儿所等，为女职工提供方便。

1961年，推广市制药厂先进经验，进一步落实女工“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

期)保护。“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一度放松。改革、开放以后，又逐步恢复并不断加强。

1989年3月起，贯彻国务院<关于女职工劳动保护的规定>，保护女工的合法权益，规

定在怀孕期、产期、哺乳期单位不得解除女职工或终止其劳动合同；禁止安排女工从事井下

或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及其他女工禁忌的劳动；女职工的产假由56天改为90

天。越年，开展女工生育基金统筹测算工作。1991年，有关部门对女工保护进行调查了解，

督促落实女工保护政策。

三、特种设备监察

1955年，开始对锅炉、压力用器实行专业管理，对4台蒸汽锅炉进行检查监察。1959

年，对使用蒸汽锅炉的单位进行全面检查、登记，发现大部分锅炉粗糙、陈旧，存在不安全

因素。提出改进措施。

1961年，贯彻企业自行检查为主的方针，督促使用锅炉单位进行检修，组织学习锅炉

安全操作规程，开展厂际操作观摩，交流经验，越年组织全面检查。1965年，帮助市味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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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橡胶厂解决电子软化水质处理问题，协助化工、食品、纺织等业12个工厂15台锅炉整

理技术资料，登记发证4台，初步鉴定报废3台。

“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一度放松。1973年6月，对使用锅炉单位进行大检查，全市

38个单位57台锅炉，其中管理较好的有5个单位7台锅炉，管理一般的28个单位45台锅

炉，管理较差的5个单位5台锅炉。通过检查，促进落后单位加强管理。越年，组织推广市

甘蔗综合造纸车间采用栲胶等煮炉除垢、防垢方法。

1979年，按不同炉型成立群众管理小组，同时开展锅炉水质普查，普及水质处理常识。

越年。深入35个单位对80台锅炉进行检验；按照国家低压锅炉水质标准，建立服务地面锅

炉水质化验点；组织全市54个单位开展锅炉设备安全互查。

1981～1983年，开展锅炉建档工作。全市地面有锅炉116台，分布66个单位，隶属27

个主管部门。总蒸发量331．7吨／时，现场检验178台次，办理发证换证64个单位114台。

同时。对压力容量进行普查登记。

1984年后。进一步加强对锅炉、压力容器的监察工作。至1991年，计现场检查验收锅

炉88台次；完成在用锅炉年检113台次；验收压力容器10台；协同上级对当地5家压力容

器制造单位进行申报定点的检查整顿和资格初审，并开展锅炉评比工作。

四、事故处理

50年代初，工伤事故时有发生。1956年，国务院颁布<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

后，市召开劳保会议传达贯彻，要求各企业认真执行。

1958年“大跃进”期间，企业大量新建、扩建，防护设备没跟上，加上新工厂缺乏安

全知识，伤亡事故增多。1958年9月，泉州鞭炮社库房自燃，烧死7名工人，严重失职的

厂长受到刑事处分。经加强职工安全教育，1961年伤亡事故大幅度下降。

1963年，开展消灭各种事故隐患、防止工伤事故活动，严肃处理事故，做到有分析、

有研究、有措施、有改进、有落实，至“文化大革命”前事故明显减少。

“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秩序混乱，对工伤事故缺乏管理。改革、开放以后，个别企

业再度出现重生产轻安全的倾向。工伤事故增多。1980年，国务院严肃处理“渤海二号”

钻井船翻沉事故，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市劳动局会同总工会、经委等部f-Jx寸1979年以来

发生的27起重伤死亡事故和6起历史工伤旧案进行复查处理，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1983

年。对发生的12起伤亡事故均认真查处。

1986年。羽绒厂工地发生1人死亡、1人重伤的重大事故，区法院依法判处施工队长重

大责任事故罪有期徒刑一年半。全年发出事故罚款通知书14份，罚款3．63万元。

1989年，对江南乡发生的2起火灾和1起高空坠落、1起触电事故进行严肃处理，并移

交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越年，严肃查处乡镇、街道企业、露天石场等工伤事故，罚款2．6万元。

1991年，处理死亡事故3起3人，其中2起属个体户私招乱雇。对其责任人、责任者

分别给予经济处罚。并转检察院立案侦查。越年，因工死亡9人、工伤事故4起4人也分别

得到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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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干部管理

第一节干部编制

解放初，市、县行政机关、事业机构于部编制总额由省直接核定，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机

构编制，则由各部门自行管理。1951年1月建市初期，党政群机关人员编制数541名，实

有519名；事业单位编制数191名，实有163名(不含教育系统)。此后，人员编制根据需

要逐年有所增加。

1956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地方国营企业内部的组织形

式、机构设置和编制配备由市人事编制管理部门协助省编制委员会管理。

1958年以后，精简整编，严禁随意增加编制，由省直接核定市机关各工作部门的编制

总额。同年，实行整编，撤销市工业联社、交通局、服务局、统计科，商业系统由14个公

司合并为3个经理部，撤销4个区，合并为3个乡；全市整编前干部2121人，精简后为

1439人，减少32．2％，其中行政机关59人，商业系统130人，事业系统26人，学校30

人，乡干部17入，下放基层131人，取消炊事员编制裁减21人，抽调干部支援工业建设

165人。次年，裁撤法律顾问处、公证室，从各部门调整出199人支援新上马的工业部门，

其中行政机关29人、工交系统109人、商业系统42人、文教卫生19人。

1960年，市一级行政机构由原来的66个精简为57个，减少15％，撤销12个专业文工

团、演出队，全年精简5698人(含职工)。其中国家机关精简126人，占总数的19．5％；

事业单位精简425人，占总数的13．8％；人民公社精简100人，占总数的33．5％；国营企

业精简下放4217人，占总数的21．6％。越年，整编编余人员，精简下放1958年以后参加

工作的干部43人。

1963年6月，精简编余人员48人。1965年，工矿企业的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划归劳动部

门负责，市编制委员会负责管理企业行政管理机构和农林水等系统基层企业的机构编制。同

年处理行政机关超编干部40人，调整合并企事业机构8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市编制管理机构受冲击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市革委会成立

后，由各级革委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和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精神，研究决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

制配备。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逐步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建立起来的机构编制管理制度。

1984年6月至1985年，市级机关机构、编制总额由地区编委会管理，事业单位机构编

制由市编委会同财政局统一管理审批；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给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减

少政府直接从事经济管理的机构；市一级88个机构缩减为55个，其中党委工作部门由原来

的11个减为7个，政府工作部门由原来的49个减为35个，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国家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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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有关规定设置13个机构，撤销非常设机构18个。行政机关改为企事业单位，或一级科

局降为二级科局与股级单位的有：撤销工业局，设立4个公司，物资局改为物资公司，外贸

局改为对外贸易公司，农机局改为农机站，农林水利系统改为股级单位4个。其他部门7

个，建筑工程局改为建筑总公司，建设规划管理局改为建设规划办公室。1985年。泉州市

党政群机关设置一级机构71个，编制1315名(含乡镇)，实有工作人员1235人。属缺额。

1986年，行政区划调整完成，编制管理制度进行较大改革。市编委核定鲤城区编制总

额为750人，相对实有人数超编485人。经决定由市、区二级共同负担超编人员，泉州市负

责安排超编人员的2／3(320人)，鲤城区负责安排1／3(165人)，这165名为允许超编数。

经核定，区级机关编制440名，占总编制额58．7％，允许超编132名，占允许超编数80％；

街道办事处及乡镇暂维持原编制310名，占总编制数41．3％，允许超编33名，占允许超编

总数的20％。1986年4～6月，共办理上移市属单位197个，其中行政机关27个、事业单

位31个、企业单位139个；移交干部3754人，其中行政机关干部555人、事业单位干部

992人、企业单位干部2207人，行政机关职工32人，事业单位职工1056人。区科局级机

构只设54个(合署办公单位4个)，党政群机关实有人数941人，事业单位干部3752人，

企业单位干部634人。

1987年，撤销党委、政府非常设机构18个，暂留27个。

1991～1992年，从严控制机关、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根据工作需要，着力加强农业、

计生等部门。1992年，全区干部总编制6640人，实有干部6779人，其中党政群团机关

1138人、事业单位5061人、企业单位580人。

第二节干部录用

泉州解放时，干部奇缺，党政干部主要来自长江支队第一大队率领的南下干部(621

人)，从事地下斗争的中共工作人员(469入)、南下服务团(143人)的部分人员，还有中

国人民解放军复员荣誉军人58人。

1951年1月，主要以原晋江城关区为基础，由晋江县选派干部组成泉州市干部队伍，

共有188人，其中原晋江县城关区干部65人。从晋江县抽调52人，由晋江专署派来及从他

县抽调的干部21人，并吸收工农干部50人；领导干部有县级干部8人，区级干部19人。

1951年10月，吸收录用干部60人(其中农村15人、工人8人、其他37人)。至1966

年5月，通过社会实践锻炼，许多积极分子被吸收到干部队伍中，全市干部大部分来自社会

青年、工人、城市贫民、农村积极分子、旧艺人。并有一部分来自军队转业干部和大中专毕

业生。因受“唯成份论”的影响，一些有知识有才干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才被排斥出干部队

伍。整个干部队伍年龄轻，有一定基层工作经验，工作热情高，但文化程度、政治素养和业

务水平参差不齐。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事制度遭到破坏，正常的干部吸收录用工作中断，严重影响干

部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吸收录用干部强调“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

化)，注意干部队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年龄结构的改善。干部主要来源于军队转业干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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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专毕业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部分“以工代干”人员及部分农村半脱产干部，国家统配

的军队转业干部和大中专毕业生以外人员的录用，须经组织考核。1984年后，采用公开招

考的办法，对非统配人员进行组织考核和业务、文化考试，择优录用。

1989年5月开始，贯彻党政群机关招干考试制度，通过文化笔试、专业面试、组织考

核平等竞争，择优录用，并注意改善经济管理和专业技术干部严重缺乏的状况。

解放初至1992年，除“文化大革命”期间数字缺漏难以统计外，全区(市)共约安排

国家统配的大中专毕业生2911人。接收安置军转干部1453人(其中1988～1992年不含团

级军转干部)，从社会上各种人员中大约录用干部4467人(1985年以工代干转干数未计入，

1989年、1990年区党政群机关统考录取的补充工作人员未计入)。

一、组织安排

第三节干部调配

1952年市人事科成立后，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协同市委组织部开展各系统之间县科局

以下干部的调动以及干部调入、调出泉州市的工作。主要为中心工作、重点工程、新扩建单

位配备干部，对使用不当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精简机构中的编余人员以及夫妻两地分居的干部

进行适当的调整。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挂帅”，干部的调配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文化大革命”

以后。调配工作恢复正常，根据干部“四化”建设的需要进行改革，减少审批层次，简化调

配手续，下放企事业单位人事调配权力，提高工作效率。1990年以前，因提拔任命调换工

作岗位及配合中共鲤城区(泉州市)委抽调干部参加中心工作的共达5212人次，其中调整

学非所用206人次，抽调干部参加中心工作的2483人次，新、扩建单位配备干部及充实基

层领导的2524人次。至1992年，区人事局计办理调入1302人次，调出902人(不含地、

市合并时交流的数字及中小学教职员工调出数)。

二、人才交流

8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呼唤着人才市场的建立。

人才交流作为新生事物，首先挣脱干部计划管理体制的束缚。

1984年7月，泉州市人事局通过摸底调查，摸清市各部门人才分布、使用、余缺等情

况。全市计需各种专业技术干部和专业技术管理干部272人，当年引进技术干部178人，其

中工程师32人。

1985年3月，举行晋江地区、泉州市人才交流会，参加交流洽谈的有来自北京、天津、

浙江、广东、四川、陕西、河南、贵州及省内各地区(市)的科技人员共2000多人次，填

表推荐给具体单位洽谈370人，当场发调令24人，调档15人，发商调函164件次，共201

人。

1986年．大批科技干部上调，科技人员缺乏。同年8月在鲤中街道办事处设立经济技

术管理站，开展引进人才、搞活乡镇(街道)、科技人员管理企业工作的试点。越年，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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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建立办公室统筹派入乡镇、街道企业人员的退休基金，以解决派入人

员的“老有所养”问题。当年，全区共引进61人。

1990年。为豪盛福建股份有限公司、协昌饲料厂和东海开发有限公司等3家区重点企

业引进专业技术人员33人，并吸收48名各类科技干部进入各级各部门经济技术管理站。

1991年，接收、介绍数十名非统配大中专毕(结)业生、10名统配生到乡镇、集体和

“三资”企业工作，越年又为基层和企业单位推荐30名自费生。

1992年2月，成立鲤城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为副科级事业单位。

一、考核

第四节考核任免奖惩

解放初期，普遍实行干部鉴定制度，为选拔领导干部提供依据。1964年后，根据干部

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把干部的定性和定量考核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考核工

作处于不正常状态并一度中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恢复、充实。

1984年4月，在泉州市行政事业单位建立岗位责任制，对每个工作人员在德、能、勤、

绩4个方面实行全面考核，强调以工作实绩为主。此后，每年进行两次抽查，将半年初评和

年终总评的结果公布，岗位责任制评比结合物质奖励，好的单位通报表扬，较差的单位点名

批评。1988年起，要求各单位在年终总评时，采取群众评议和领导评议相结合、以群众评

议为主的办法进行，奖金分配分开档次，以奖勤罚懒。1990年以后，又把岗位责任制考评

工作与干部考核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干部个人的考评结果作为日后入党、提拔、评优的重

要参考依据。

二、任免

解放初干部任免工作由市委组织部门统管。1954年11月起，实行分级管理，市委组织

部负责党委、群团等系统干部的任免，市人事科负责协管政府建制各单位(除文教、农林水

系统外)干部的任免，市委宣传部分管中小学文教事业单位干部的任免，市委生产合作部分

管农场等属农口的事业单位干部的任免。1956年7月后，干部任免工作由市人事科统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作停顿。1968年9月至1976年10月，干部的任免由市革委

会政治组组织组负责，工作很不正常。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干部任免工作逐步走上正

轨。

1978年起。教育系统人事工作由教育局自行管理。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实行简政放

权，增强基层和企事业单位的自主权，将原由市人事局行使的奖惩、任免等审批权下放给各

主管部门和基层企事业单位。

三、奖 惩

(一)奖励

解放以后，市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认真开展形式多样的奖励工作，有年度表彰及结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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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府各阶段中心工作进行奖励等，以精神奖励为主。

1983年，泉州市根据省人事局<关于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升级奖励工作的

意见>，开始办理1982年度升级奖励，共办理升一级工资奖励lO人。1984～1992年，计办

理升一级工资奖励94人。

与此同时，对在“四化”建设中有突出贡献和在各种中心工作中表现突出、有较大贡献

的人员也按评功档次分别给予一次性奖金。1983年，计发给14人，其中6人获50元，8人

获40元。1985～1986年，又发给3人一次性奖金各200元。对于获省级以上劳动模范或相

当于省级以上劳动模范的其他荣誉称号的人员，依照国家规定给予晋升一级工资的奖励，

1988--1990年奖励8人。

1992年，全区计有105名工作人员受奖励，其中行政机关91人、事业单位13人、企

业单位1人；授予奖品或奖金82人、其他23人。

【二)惩戒

解放初期，结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等政治运动。加强对干

部队伍的教育管理，清理一些严重违背人民利益、造成不良影响的干部，纯洁干部队伍。

1957年，由于扩大化的错误，全市有123名干部被错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开展清

理不纯、反右倾等运动，有230名干部被定为各种不纯分子，95人被定为中右，除30人交

群众监督劳动外，其余给予各种行政处分。60年代，“四清”运动计立案607件，整风整

社，全市基层干部被立案审查417件。上述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已于1981～1983年

间进行复查，分别给予平反、纠正和妥善处理。此外，1959～1965年全市另有170人次受

到各种惩戒。

“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惩处工作处于不正常状态。1968年9月至1970年因先后

“清队”、“整党”和“一打三反”运动，全市共立案审查3005件，原定性为敌我矛盾的达

155件，受各种行政处分的296件。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立案审查及行政处分的冤、

假、错案，1981年中共泉州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分别给予平反纠正，并进行妥善安置和经

济补偿。

1977年，开始清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指造反起

家、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先后定案处理236人，其中干部26人，行政警告、

记过4人，降级1人，撤职2人，开除留用9人，开除公职1人。拘留9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干部惩处工作根据“手续完备，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

准确，处理恰当”的原则进行，严格按干部的管理权限审批。1979--1992年计处理73人。

第五节教育培训

解放初期，建立在职干部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1951年以后，在各个政治运动中，

抽调干部围绕运动中心内容进行在职集中学习。1953年10月，建立干部每周集中学习4--6

小时理论和政治时事的制度。

1960年，由各主管部门举办训练班5期，受iJiI 1612人；组织1231人参加各级党校、

干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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