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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丙寅岁末，《掖县劳动志》脱稿成书。我作为一个劳动工作者，在欣喜之余，谨向为编

修本志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敬意。‘

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而不同的社会制度，又赋予劳动以不同的

社会属性。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广大劳动者受剥削被奴役，在有形和无

形的枷锁中，艰辛地牵动着历史的车轮前进，身后留下了一部血泪斑斑的历史；在社会主义

制度下，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谱写新

的历史篇章。劳动，既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更是光荣而豪迈的事业．劳动者应该有自己的史

书，劳动者的功绩应该炳彪史册。

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劳动的史记廖若晨星，系统的劳动史书更属罕见。这不能不说是人

类的一大憾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泰民安，盛世修史之举应运而出。许多有志有

识之士，纷纷涉足劳动领域，为劳动志的诞生，不惮心力，夜以继日，争相进取。《掖县劳

动志》的修成，开我市劳动史志之先河，立我市劳动志林之首卷，实为可喜可贺之举。

掖县是莱之古地，历史久远，史实丰富。掖县人民祖祖荤辈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耕

耘，自强不息。特别是近代以来，掖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巧织绵绣，

使这块古老的土地变得更加富饶美丽。《掖县劳动志》从劳动的角度，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时

期的历史风貌。全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立论颇有新意，文笔也不乏优美之处。我相信劳

动部门和其他战线的同志们，通过浏览此书，既可了解劳动工作的沿革，以史为鉴，得益今

后；又可重温历史之风情，受到新的启迪。

《掖县劳动志》数易其稿，成书不易。其间得到市史志办和其他有关同志的热情指点，

凝结了许多人的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但是，它做为我市的第一部劳动志，不

足之处，在所难免，得失成败，读者当有公论。

在《掖县劳动志》付印之际．掖县劳动局的同志嘱我作序。故此，不辞浅薄，写了前面

一些话，聊以寄情，权作序言。并热切期待更多的县劳动志相继问世。

(注：孙传平为烟台市劳动局局长)

孙 传平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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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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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立足当代，侧重于现代，突出地方特点和行业特点。

二、本志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劳动部门的各项工作，有些章节上溯到民

国时期。

三、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采取横排竖写的方法，以事命题，分章、节、目、子目

四级结构，并有表格、照片穿插其中。

四、本志资料，多属文献资料，重要数据以统计资料为准．口碑资料多数与文字资料印
、L‘

证对照。

五、本志第一次出现的名称，一律用全称，人物称谓，除第一次出现或在特殊节、目中

说明身份外．均直述姓名。

六、本志章节层次及年代用汉字表示，数字图表、文号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七、本志下限一九八五年，其中：有关章节中则下限至一九八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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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一九三九年

十二月，石虎咀码头工会，与商店、货栈经理磋商，给工人增加了工资。

一九四二年

一九N2年，贯彻了胶东行政公署《改善雇工生活的暂行办法》，为雇工初步规定了工

资标准、福利待遇和节假13制度。

一九四八年

二月，掖县救济委员会，由各区捐增粮食90，000斤，以工代赈，组织城里部分无业贫民，

建立了生产辅助社。

一九五一年一九血一年

一九五一年，贯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彦，为工人、职员规定了生、老、

病、残、伤、亡及优异劳动保险等福利待遇。

一九五二年

二月十七日和六月十一日，掖县人民政府。根据莱阳专署指示，从农村发动200名女青

年，支援新疆边疆建设。

六月十13和七月，掖南县人民政府，根据莱阳专署指示，从农村发动230名女青年，支援

新疆边疆建设。

七月，贯彻了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在厂、矿企,_lke0，初步实行了八小

时工作日制。

冬季，全面贯彻了政务院《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津贴及工资制工作人员工资标

准》，实行了工资分制度。

一九五三年

五月九gf和九月五日，根据莱阳专署指示，掖南县人民政府，两次从农村抽调-木工、瓦

工、石工等民3281 1名，并调区干部1名，乡干部2名带队，参加莱阳国防建设。

一九五四年

六月，贯彻了政务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包干标准》，对原供给制的干部和工人的

待遇，改为大包干制度。

十一月三十日，莱阳专署分配掖县2．9％的升级比数和1，872分的限额，共为255名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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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人调升了工资。

一九五五年一九血血年

匕月一日，全面贯彻了国务院《关于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

命令》，全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全部实行了货币工资制度。

一九五六年

三月，根据莱阳专署的指示，县委从农村动员300名青、壮年到东北垦荒。

四月，掖县人民委员会劳动科正式成立。

四月三十日，国家农垦部来掖县从农村招收1 10名初中毕业生，到黑龙江地质勘测局工

作。

八月，掖县人民委员会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贯彻了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

布署了“凡是这次进行工资改革的企业、事业和机关，一律从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日起实行新

的工资制度”。到十二月底，评定套级、升级结束，全县每月增加工资额126，880元。

‘十月，按照莱阳专署指示，从农村招收80名初中毕业生到新疆地质局工作。

一九五七年

五月，县人委召开劳动力调配会议，贯彻了劳动政策和劳动力的计划管理。

六月至八月，根据莱阳专署工资会议布署，对全县公私合营企业进行了工资改革，有

507名职工调整了工资，月增加工资额1，648元。

一九五八年

二月，贯彻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为企业、事业和机关的

职工退休作了具体规定。
’

五月，县人委召开了各厂、矿领导干部会议，贯彻了省劳动保护工作会议精神，布署了

“以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为厂、矿企业制定了防止尘毒危害和预防职业中毒的具体

措施。

八月，县人委下达了《关于自费公助培训后备技工的通知》，由各公社抽调5，OOO名高小

毕业生，分期分批调入县厂、矿，进行技术培训。

九月十七日和十月二十九日，接莱阳专署指示，从掖县分两批调青、壮年劳动力2，500

名，支援青岛市大炼钢铁。

秋，根据烟台地委指示，从掖县抽调5，000名青、壮年劳力，由宣传部付部长刘呜和各公

社党委付书记带队，支援烟台市大炼钢铁。

十月十五日，接烟台地委“在掖县粉子山大搞耐火材料，支援钢铁生产”的指示，县委

决定，由各公社抽调石工、壮工3，600名投入生产。

一九五九年

一月十五日，接烟台专署指示，由掖县建筑公司调优秀木工5名、抹灰工5名，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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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庆工程建设。

六月初，根据国家援蒙的指示，从运输队抽调397名工人，支援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哈

林水利建设．-Jr,六O年六月，工程提前竣工。其中，有30名工人受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奖

励，并分别获得勋章、奖章和奖状。

六月十一日、二十九日和七月三十日，县委根据地委支边的指示，三次分别从厂、矿多

余临时工和农村动员3，000名青、壮年，支援黑龙江边疆建设．

六月底统计，县委根据地委“保粮、保钢”的指示，从厂、矿企业中动员3，225名多余的

临时工回到农业第一线。

、

一九六。年

三月，在一九五九年试行奖励的基础上，从一九六。年第一季度起，全县工业、基本建

设、交通运输部门，全面推行了奖励制度。

五月六日至六月一日，根据地委“支边以水库区为重点搬迁”的规定，县委从8处公社

共发动800户，3，765人，分别支援辽宁省的旅大地区和安东地区的建设。

六月八日，掖县镁矿煤气发生炉，炉条脱落，喷出煤气，造成2人死亡，l入重伤。

一九六一年

三月二十日，根据烟台专署决定，从工、矿企业精减人员中抽调220人，到长岛县参加

国防建设．

七月十七日，根据中央和地委精减职工的指示，成立了以县委付书记王信亭为组长，有

关部、局负责人参加的精减职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劳动科)。

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县委召开了各公社、厂、矿书记，中学校长，县直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的精减职工工作会议。县委付书记王信亭作了“精减职工的报告”，并动员干

部j职工家属还乡。提出了压缩非农业人口6，044名的任务。其中：国家职工2，171名。一

九六二年七月十日，根据地委指示，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再精减职工5，340人，吃商品

粮人数再减少6，000人，城镇人口再压缩5，000人的任务。经三{!j(大的动员，到一九六三年

底，全县共精减职工8，033名。

一九六二年

六月，掖县人民委员会劳动科撤销，并入掖县计划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

九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县委召开了县直机关、厂矿企、事业领导干部参加的调资工作会

议。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共为全县3，658X(包括干部、工人)升了级，月增加工资额

118，167元。

一九六四年

豫 五月，贯彻了山东省劳动力办公室“对退休、退职老职工，可以照顾招收其子女”的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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