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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中华

一大批史官，真实地记录下发生的事件，才将灿烂辉煌的历史画卷多层次、多角度

地凸现在我们面前。

劳动工作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第三次大分工——大工业化生产的产物。它不仅

调整人与物的关系，同时也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它涉及到千家万户每一
’

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从这一意义出发，劳动工作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工作，也同 ，

样属于政治工作的范畴。

在我国，1942、年国民政府社会部才设置劳动管理机构。但在战乱频仍的年代，

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机构没有下设到地方各级政府。新中国

成立后，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劳动工作从无到有，从粗放管理

到深化改革，随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逐步加强、完善。劳动工作和

社会发展一样，经历了失败与成功、挫折与前进的曲折道路。古人云：“温故而知

新。”作为新中国劳动I：作的见证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段历史如实地记录

下来。如果后来人能从中得到一点裨益，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这正是我们编撰

此志的初衷。

党的十四大和全国人大八届会议，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

论，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形势下，劳动工作如何适应改革开放，革

除生产关系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成份，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者的创造能力和生产

积极性，实现劳动者与自然资源的最大优化，是摆在我们劳动工作者面前光荣而

艰巨的任务，任重道远!此志为我们提供了详尽的史实资料，对深化劳动制度改

革，做好劳动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 ．

《内江地区劳动志》是《内江地区志》中的一部专业志。它叙述了内江地区民国

元年至1985年80年问劳动工作的发展概貌，是内江地区劳动工作的历史总结。编

撰《劳动志》是一项繁重而又细致的工作。在从资料收集到编撰成志的过程中，我

们自始至终得到了内江市档案局、内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和

指导，得到了劳动系统内部各部门和一些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也得到了内

江电站工程建设处的大力资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志中《劳动力管理》、《劳动保护及安全生产》两章，分别由王元和、吴先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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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记述191

险福利、劳动保护、安

二、记述范围为1

．三、按事物性质设劳动力管理、工资、劳动保险、劳动保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五大部分。全志分为六篇十四章。

四、采用语体文记述，图、表、录均附有关章节。

五、数据以统计局公布为准，统计局无数据则以劳动局正式报表为准。

六、货币一律换算成新人民币记述。

七、1949年前按历史纪年，标注公元。1949年后用公元纪年。

八、工资及福利干部与工人并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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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4年(1935)

8月 四川省农业实验学校在资中成立．

9月 安岳县成立普通农作科职业学校。



·4· 内江地区劳动志

11月 全区执行国民政府颁布的《工厂安全及卫生检查细则》．

’

， 民国25年(1936)

5月 省政府把简阳县划为民众教育实验区。

、

民国26年(1937)

9月 抗日战争爆发，外省企业内迁到四川，内江地区始有酒精、煤矿、钢铁等行业的企业
出现。

’

。民国27年(1938)

9月 内江县举办银行同业会．
‘

^ 、

民国29年(1940)
’

2月 全区公职人员实行等级工资制。
：

4月 全区公职人员实行战时津贴．

8月 省政府设置征工委员会，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一科办理具体事务，内江县每设
立相应机构。

民国30年(1941)
’．

3月．全区执行国民政府经济部颁布的《修正工矿登记规则》。

9月 内江县商会开办商业实习学校。 一
⋯ 国民政府在社会部内设劳动局，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没有设立相应机构，由一

科办理具体事务．
‘

，

’

民国33年(1944)
～

12月 威远煤矿发布《工人特别战时生活津贴发放办法》．
．，

。 民国37年(1948)
“

9月 简阳县开办私立凤楼乡村建设实验学校。

内江县开办正规会计实习学校。‘

1949年‘ ‘．

12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内江，资中区工会成立，王艺为工会负责人，劳动
工作归工会负责．

、·一

t～

。
’

’

1950年 ’，

10月 全区公职人员实行以实物为主加津贴的供给制，对留用人员实行薪金制，新建企

业职工实行工资等级制。 。．
?

。。、 ．

12月 全区开始办理对职工的解退手续。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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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 量_

内江地委农村工作部根据地委决定，成立“内江专区安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董

国福，负责全区动员、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全区组织进行尘毒调查． ‘．。。

首次安置1482名知识青年到荣县、威远、简阳等县。 ：

专署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一 ，

地区有关部门规定知识青年动员、安置经费开支范围。

资阳糖厂、银山糖厂、内江锻压厂、四川农业机械厂分别创办半工半读技工学校．

第二次安置542名知识青年到荣县、威远、简阳县。

全区全民单位职工115545人，比上年增加9903人． 一-

1965年

内江专署劳动科更名为内江专署劳动局，专员公署任命周庆珠为副局长．

专区召开知识青年代表会议。
、7 ’|

．’’

1966年

、3月 内江集体安置450名知识青年到西昌、冕宁知青农场。 ：。
，

12月一全区全民单位职工130819人，比上年增加5795人． ．‘

。“

乙

1967年 ．． ，+

●

8月 全区取消职工奖励制度． 一t
’⋯

10月 专区召开知识青年政治工作代表会议．

12月 全区全民职工139551人，比上年增加8732人．
～

一

1968年 ．

“
。

’ 5月 内江地革委成立，劳动工作并入生产指挥组民卫组，负责人有宋其茂、邹相儒、高步

龄等． ’ ’t

。’．12月全区全民职工140291人，比上年增加740人。、 j -·‘一

、
．．

· ⋯
i

．～
， 1969年 。

1月 地革委就动员、宣传、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出明确规定。

重庆市首批知识青年抵达内江，安置到内江、安岳、资阳插队落户．

2月 内江市首批知识青年抵达筒阳县，插队落户到各区社． ．。
，‘

3月 地革委成立“内江地区毕业生分配组”，负责人有陈忻如等，其机构主要负责安置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 ，
? ·

6月 已退休的患职业病的职工，改按因工残废处理。

9月 地革委在威远县召开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会．

12月 全区全民单位职工148884人，比上年增加8593人．

月．月月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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