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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志是记述劳动工作的专史：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

对劳动工作十分重视，早在1 953年，舒城县人民政府就开展对失业

人员的登记和安置工作，并实施各种劳动保险待遇，调整职工工资，

提高职工生活水平j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落实劳动保护措施，确保

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积极兴办各类企业，拓宽就业渠道，安置城

镇待业人员，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发展工业生产，开辟劳力资源，

搞活企业经济，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从事劳动工作的同志们，

多年来，艰苦创业，呕心沥血，埋头苦干，默默奉献，赢得今日舒

城劳动工作的新局面。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以志为鉴，开创未来．．为总结劳动

工作的经验，客观地反映新中国成立后舒城县劳动工作的进展过程

和现实情况，我局同志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编纂出《舒城县劳动

志》，它记述了舒城县从建国初到I 988年1 2月近四十年的劳动就

业、劳动计划，劳动工资、劳动保险、安全生产、知青下放和劳动

仲裁等基本情况。为关心舒城劳动工作的读者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

料；给从事劳动工作的同志提高业务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带来有益

的借鉴；凡研究劳动工作理论者，亦能从中受到启迪，打开思路，

进而从劳动工作史的演变轨迹中探索出劳动工作的发展规律，以便

继续深化改革劳动削度，治理整顿劳动工作，使劳动工作更好地服

务于企业、服务于人民．



回顾过去，成统斐然，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党和国家赋予劳

动部门的任务光荣而又艰巨，让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以开拓的精

神去谱写劳动工作的新篇章·为振兴舒城、促进舒城经济发展作出

新贡献．
i

魏 德 晁



第一章 概 述

舒城县地处江淮之间，安徽省西南部。隶属六安行署。东与庐

江县接壤，南-9桐城、潜山两县搭界，西邻六安县，北滨丰乐河，

和肥西县隔河相望。全县面积2 092平方公里，I 988年底人口902 097

人，其中城镇商品粮人口90959入。现辖8区1个城关镇58个乡

(镇)．
：

解放前舒城工业非常薄弱，仅有几家碾米厂、卷烟厂和手工业

作坊，产业工人和技术工人极少，只有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等

行业的学徒、帮工。县里未设置过劳动机构。‘

解放后，劳动人民摆脱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翻身成了国家

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

改变落后贫穷面貌。建国初至八十年代县里先后兴办了农机厂、印

刷厂，茶叶精制厂、酒厂、工具厂、麻纺厂、化肥厂、砖瓦厂、瓷

厂、自来水厂等一大批中小型企业；商业服务网点遍布城乡；公路

运输四通八达；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迅速发展；乡镇企业、新办

集体企业异军突起。所有这些，为劳动工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拓

宽了道路。党和政府为了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把劳动工作列为议

事日程。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为劳动就业、劳动管理、劳动

工资、劳动保护、保险福利、安全生产等方面适时制定了相应的方

针政策。建国初，舒城县的劳动工作由民政科兼管。1 95 9年5月劳

动局成立，1 961年撤销，劳动工作由经济计划委员会兼管。1 962年

4月恢复劳动局，1 96 4年3月改称劳动科。t文革初期劳动机构和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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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一样名存实亡。一九七O年八月县革委民政劳动局成立，一九

七六年三月撤销，分设民政局，劳动局。舒城县的劳动工作大体内

容如下： ：’，f． ： ：I，，，‘。

一、劳动就业和劳力管理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县人民政府对城镇劳动就业就给予了高度

重视。在百废待兴的情势下，集中了时问和人力进行失业救济，发

放失业救济金，组织生产自救；开展失业登记，适时吸收失业知识

分子就业。到1 952年底，随着全县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全民职工

队伍发展到3 1 55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据中央“以农业为基

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劳动工作贯彻了“统

筹兼顾，全面安排，各得其所，，的指导方针，严格执行了国家的劳

动计划，统筹安排城乡劳动力，使劳动就业逐步走向统包统配的轨

道。1957年底全县全民职工发展到61 18A。

I 95 8年是大跃进年代，中央向全党全民发出大办钢铁，大办工

业的号召，全县抽调1 o万劳力大办钢铁，调进工厂劳力23 oo人，劳

动力管理失控。年底全县职工数达12691人。I 95 9年持续跃进，结合

劳动组织整顿工作，建立健全了生产、管理上的一些规章制度，精

减了部分劳力回到农业战线。同年还组织了两批青壮年共800人支

援新疆社会主义建设。

I 961年到I 963年，贯彻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劳力管理方面主要是大力压缩精简职工，

全县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62、63两年共精减职工4526人，主要

是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同时大幅度精减城镇人口，压缩商品粮供

应人数·

2



～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县人口和劳动力增长很快，加上当时

。限制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发展，正当的经营也被视之为资本主

义，’就业面越来越窄。城镇大批知识青年被动员上山下乡，同时又

从农村招工进厂，矿企业，造成城乡劳动力对流，导致大批城镇青

每失业，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

一-，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管理工作列入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各

级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积极全面贯彻“三结合”就业方针，文革期间

的下放知青和城镇待业青年得到了妥善安置。到1988年底全县全民

职：E22473人。是I 949年841人的26．7倍。在这十年期间，加强了劳

动计划管理，注重发展新办集体经济，支持个体经济的发展，多渠

道解决城镇待业青年就业。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职工技术培训、

文化补课，使职工队伍文化，技术素质不断提高。
’

二、劳动工资

． 建国初，全县国家职工实行供给制。I 952年实行包干制，把供

给制所发物品折款发给个人。l 955年实行货币工资制。l 956年贯彻

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全县进行了工资改革，主要是改

进工人的工资等级制度，使熟练劳动和不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非

繁重劳动在工资标准上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工改后职工工资有较多

增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多次给职工升级增资，并且恢

复奖金，1建立补贴、津贴制度，使职工工资大幅度增长。l 971年全

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较低工资的职2：4106人调资升级。在调资对象

中，40％的职工调升两级。l 977年、I 979年两次分别为40％的职工

调资升级，并由三类工资区升为四类区．1 985年贯彻国务院《关于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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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对现有工资制度进行改革，除将四

资区升为五类工资区外，对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确定了基础工

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和奖励工资的结构工资制，并对企业职工

了等级工资制。1987年完成了企业I 986年国家安排的人均I．80

资审批工作。l 988年全县全民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13 98．6元，

78年人均年工资收入517．12元增加881．48元。

三、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

为了保证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安全和健康，贯彻了“以防为主、

治理，，的方针，工厂企业的安全卫生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各企

据工种特点，适时给职工发放劳保用品。普遍实行了八小时工

和礼拜天休假制度；对女工根据生理特点实行了特殊保护措

对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的工人发给保健食品；对尘毒危害作业采

湿式作业、密闭生产和通风排尘排毒等保护措施，不断改进工

为工人创造良好的生产操作环境。在新、改、扩建企业中，认

彻“三同时"方针。县政府、企业主管部门j企业层层建立健

安全生产机构，劳动保护工作层层有人抓有人管。根据中央、

关安全生产法令、法规，制订了地方性的安全生产有关条例，

作落到实处。县和企业主管部门、企业建立了各级、各工种的

生产责任制和各种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举办安全知识、’安全法

训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每年检查评比，总结交流经验教

奖励先进，激励后进。通过以上各项措施，形成了劳保安全工

抓不懈的良好局面。



四，劳动保险和福利

党和政府历来关心职工生活，重视职工的劳动保险和福利t

1 95 1年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 95 9年根据省人

委《关于县以上工业、．交通、基本建设企业职工劳保福利待遇的暂

行规定》，全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企业职工实行了劳动保险。

l 97 6年县农机厂、化肥厂，麻纺厂、，舒席厂实行了劳动保险。I 983

年麻纺厂合同制工人和以安排城镇待业青年为主体的新办集体企业

职工实行了劳动保险制度。1986年10?J，对全县79个全民企业单位

2610名离退休退职职工的退休(退职)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并在实

施过程中日趋完善。同年对国营企业职工实行待业保险制度，105个

企业171395职工参加待业保险。通过落实一系列的劳动保险福利

制度，使职工在生、老、病、残、伤、亡等方面享受了保险福利待

遇，为职工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邈劳动制度、劳动政策将越来越符合

我国的国情。建国四十年来的劳动工作，有经验，也有教训·以史

为鉴，启迪后人，当是劳动史志应起的一点作用。我们坚信，随着

社会的进步，劳动工作会顺应历史潮流，为国家的经济繁荣发挥着

更好的作用。 ，



第二章大事记

建国初，舒城县劳动工作由民政科负责，有专人办理．

1952年

舒城县国家职工工资实行包千制。把供给制时所发放的实物全

部折款发给个人处理。

1954年

为失业人员发放失业救济金57‘，178，394元(1万元为今1元)。

r 1 955年

7月，全县废除供给制，执行工薪制。

1 956年

认真贯彻国务院(56)53号文件精神，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工资

改革，大多数职工工资收入增加。

1 957年

在全县进行了劳动力资源调查登记工作，共登记初中文化程度一．

452人，高中42人，大学9人，技术人员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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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从农村抽调lo万劳力烧炭、淘铁砂、大办钢铁．

，

。‘ 1。

1 959年

5月，县劳动局成立。 ．

1月和8月，全县两次动员800人支援新疆社会主义建设。

1960年

劳动局组织成立城关劳力调配站．

1961年

9月，撤销县劳动局．劳动工作由县经济计划委员会兼管．

1962年

4}2，恢复县劳动局，同经济计划委员会合署办公。

精减国家职2123 567人。压缩城镇人口8490人(不包括自然增减

数)。减少商品粮供应人数11443人．’

C

1963年

7月25日，县计划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建立工伤事

故报表制度的通知》。

为全县488个单位，5918名职工调资升级，干部升级面40％，工

人升级面40．5％。



1 964年 ，

3月，劳动局改称劳动科，与经济计划委员会分开办公。

劳动部门对临时工实行统管、统调、重点检查、工资审批等管

理办法。

1 965年

工人由劳动科管理，干部由人事部门管理，

开始大批知青上山下乡．

1 968年

1969年

3月，县民政安置服务站建立，负责民政、劳动工作。

8月27日至3 1日，舒城县下乡上山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

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城关举行·出席代表157人。

l o月30日，县革委召开“五．七”工作会议，县革委副主任赵

玉珂发表讲话·
7⋯}7 1～ -7。7，．7·“

1970年

2月1 7日，舒城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接收上海市知识青年

来我县安家落户的通知》，上海市69届400名初中毕业生3月份到我

县。

5月7日至1 1日，县革委在姚河公社召开全县上山下乡工作现场

会。县革委副主任赵玉珂、王明心分别讲话·
8



8月，舒城县革委会民政劳动局成立。 县革委政治工作组“五

‘七"办公室成立。

9月21日至26日，舒城县第二次上山下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城关举行，出席代表4005。县革委副主任王明

心，赵玉珂分别讲话。

1971年

3月21日，县革委在棠树公社召开“五·七"工作现场会， 县

革委副主任张建民、卫耀权到会讲话。

贯彻国务院(71)国发90号文件《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

员工资的通知》，为企事业、国家机关1 78个单位41 06 5职工调资升

级，其中40％多的人调升两级。

8月贯彻国务院(71)国发9I号文件，开始全县临时工(合同

工)制改工作。

1972年
c f

6月1 4日至26日，县革委举办下放干部、 下放医务人员毛泽东

思想学习班。300人参加学习．

7月2 4日，中共舒城县委向六安地委、 安徽省委上报关于招工

工作出现不正之风的检查报告。

7月28日，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宋佩璋对舒城招工中出现的不正

之风批示： “检查就好。要认真纠正不正之风，不对就应该改正。"

8月，结束临时工、合同工制度改革工作。 ，

9月25日，为加强对招工工作领导，成立了县招工领导组，由

郭宪魁，邓立功、朱兴仁等十一人组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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