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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男动局监察中8^办公室

社会保险处微机室v

▲社会保险处副处长办公室

卜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劳动保护



县就业训练中心．．

酸
o]

▲县就业服务管理局

局长张看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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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8年露痕县场镇分布图



民田为茸华阳．曩蠕镶分布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双流县劳动志》编辑人员名单

一、编辑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赵玉芳黄福明李世连

组员：王绍立许国华刘成忠

二、主编：王绍立

三、执笔：王绍立许国华刘成忠

四、审稿：黄福明

五、校对：王绍立许国华刘成忠

六、审阅验收：王泽枋付后蓉



序 言

·劳动工作是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组

成部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丰富的内容。是一门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内

容复杂的综合性学科o

<双流县劳动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力求如实反映时代风

貌。我们在编写部门志的过程中，注重继承旧志传统，尊重历史事实，用新的

观点和新的方法，编写一部具有现实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部门志。

本志在县志办的指导和各有关方面的配合、支持下，通过全局职工的辛勤

劳动，几经周折，终于在1995年10月完成一部展示双流县劳动工作从历史到

’现状的全貌的新撰志。

· 历史是二面镜子。通过写志，让我们借鉴过去，展望未来，认真总结正反

两方面的经验，改进我们的工作，并留存下历史资料。



例

一、本志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准则，运用真实可信的

史料。采取横分竖写的编排，按现行职能范围．系统地记叙双流县劳动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所记时段，原则上起于1950年，止于1985年。

三、本志由概述、专志、人物、附录组成。本志按章、节、目依次立项．共计八章28节

41目，分别记叙劳动管理机构建制沿革、劳动力管理、劳动工资、劳动力保护、劳动保险、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双流县劳动服务公司，文内图表均以章为单位编序。

四、本志以汉文数字表示历史纪年和夏历月、日，用阿拉伯数码表示民国纪年、公元纪

年及公历月、日。大事记按公元纪年编写。不另注历史纪年。

五、币种除特指外，均为当时市面的通用货币，1955年3月1目前流通旧人民币，已

按1万元与1元比值折成新币。

六、为了便于呈现事业原貌，计量单位原则上用市制。



序言

凡例

民国28年双流县场镇分布图

民国28年华阳场镇分布图‘

1985年双流县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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