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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抬 吉
刖 青

《佛山市劳动志》的编写工作，在佛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下，

≥ 经过劳动志编写组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研究和搜集资料，四易其稿，编
； 成此志。

本志较详细地记载了佛山市劳动工作各方面的历史发展事实，其

中包括建国前的劳动就业与管理，建国后的劳动工资变革等章节。在

编写过程中，力求实事求是地反映佛山市委、佛山市人民政府和上级

劳动部门对佛山市劳动工作的正确领导，较客观地认识佛山市劳动局

在贯彻执行党的劳动工作方针政策，发挥劳动部门为改革开放和经济

建设服务的作用；要求观点正确，选用资料真实可靠，记叙事实简明

扼要，能反映出劳动工作的发展规律，编写力求突出重点，详今略古

，共性简述，个性详叙，写出地方部门志的特色。

编写劳动志对本部门来说是二项新的工作，既无前例可沿，也无

实践经验，而且有些资料因时间久远或残存缺欠而难以搜集齐全，加

上编者的科学知识水平和写作水平均有限，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建国前的劳动就业与管理

建国前，佛山市人口的增长和就业，与经济状况息息相关，经济

的盛衰直接影响着人口就业的程度。据《佛山乾隆志》记载，清初时期

佛山“举镇数十万人，鳞次而居者三万余家"(杨毅《佛山志新编》第6

页)，可见当时佛山人口之兴旺发达。佛山作为手工业古镇，在唐宋时

期已奠定基础，明清年代达到高峰。鸦片战争前夕，是佛山手工业发

展的鼎盛时期，全镇人口发展到六、七十万，手工业已有二百五十多个

行业，传统产品有陶瓷、铸造、丝绸、土布、棉织等三、四千个品种，

数千家商店，就业十多万人o(杨毅《佛山志新编》第60-"-'61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佛山经济遭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

的严重摧残，手工业产品失去竞争能力，资本主义经济受到压抑而转向

萧条，民族工商业破产，工场手工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人口减少。

据1921年佛山保安团局人口调查清册记载，当时佛山镇有52，376户，

人口300，767人，但至111949年全镇仅剩十万人；工商业停业600多户，

其中工业占382户，而新开业的只有13户，处于失业半失业工人超过四

千人，流落他乡的破产工商业者和失业工人达十多万人。

第一节建国前劳动就业

建国前，佛山市劳动就业及其劳资关系，主要是表现在工人与手工

业主和工场作坊主的关系上，因为那时的生产资料全部掌握在工商业

主手中。十八世纪以前，生产组织形式主要是以家庭作坊为生产经营单

位，一家人既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也是生产经营者。十九世纪以后，生产

组织及就业形式起了变化，除保留家庭作坊外，还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手

工业工场。到1912年初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家庭作坊被

手工业工场所代替，以工资形式支付报酬的雇佣制逐渐成为劳动力集

合的主要形式，开始出现了一部分人靠出卖廉价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工。

一， 生产组织形式 。‘
．

，

’

十八世纪以前，佛山手工业生产由于受小农经济的影响，生产规模

一般以一家一户为生产经营单位；一些家庭手工业户也有少量雇工生
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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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以后，部分手工业工场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化生

产程度有所提高。1830年，佛山市已有2，500家织布工场，织布工人约五

万人，在产品需求紧迫时还大量雇21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第一卷257页)。到1930年以后，纺织业中出现电机织布工场，陶瓷业

中也出现字号“上利亚"等数家较大规模的新式手工业工厂，雇用数

百工人轮流生产。

二、 就业形式一、 砚业形式

十八世纪以前，劳动组织形式主要是家庭工商业。由于家庭业

主拥有生产资料，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技术条件、产品销路等直接决

定生产经营。企业内人与人之间是亲属关系，不存在雇佣关系，因而

劳动就业是直接的。鸦片战争以后，劳动雇佣关系逐渐形成，一部分

人由于丧失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与企业主是雇佣关系

，没有生产经营决策权，因而劳动就业是间接的。以上两种就业形式

并存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的1956年。

建国前的从业人员，按其经济地位的不同，分为业主(企业生产

资料所有者)、家工(业主家庭成员)、雇佣工等三种人。在雇佣工中

，又分为长工、短工，季节工和放外工。长工是技术较熟练的生产骨

干，从事技术性较强且较稳定的工作；短工是从事较繁重．．简单的工作

，使用时间一般在一年以内，来自城镇的无业贫民和破产农民；季节工

是从事季节性、突击性的工作，半工半农，来自佛山周围的农村；放

外工主要是女工和童工，大多数分布在纺织、陶瓷等行业，他(她)们 ，．

从工厂领原料回家制作成品或半成品，以件计酬。在生产旺季时，放外

工被大量雇用，淡季时即收缩，业主不负责其停工的福利，不发生解
雇纠纷，因而放外工被广泛采用。

三、 就业结构

建国前，佛山市是广东省较大的手工业区，行业250多个，工人分

布较分散，多者达数万人，少则几十人。

[纺织业)鸦片战争以前，佛山市丝织工人有17，000多人，棉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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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五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仿造四柱东洋织布机的企业有六，七十
家，家庭手工业户织布女工达万人以上。(杨毅《佛山志新编》第158页)。
一[陶瓷业]十八世纪以前，石湾已成为综合性的陶瓷生产基地，工

人三万多人(杨毅《佛山志新编》第30页)。·鸦片战争前夕，陶瓷工人
多达五、六万人(杨毅《佛山志新编》第60,--．,61页)。到本世纪三十年．

代中期，陶瓷工人减至一万多人9占全乡人口的三分之一：(彭泽益《中

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505-v507页)，1946年仅剩一千人(杨毅
《佛山志新编》第144页)‘： ，。r一．，-

一·[铸造业]鸦片战争前，佛山市炼铁和炒铁工人有六，七万人，

到1921年铁镬业只剩九家30032人，三十年代后期铸造业工人约有二，。．

三百人。(杨毅《佛山志新编》第60---,6I页，147--V151页)．。
、

- [纸伞业]1930年，佛山市有大小纸伞户170家4，000多工人，到
抗日战争期间全部停业，工人四散。：1946年，恢复开业的202户，工

人3，000多人。到建国前，纸伞业仅有100多户，正人不足千人。(杨

毅《佛山志新编》第165页)。
i ·

．．1。 ，
。。

f’

[制箔业]1906年至1915年问，是佛山市金属制箔的鼎盛时期，二

从业人员3，000多人。(杨毅《佛山志新编》第166页)。一． ．，’’

此外，制药、化工、商业服务等行业也约有十多家，商店的雇员

有200多人。 ．

．，ij

7．
、 四、 劳动力的来源

+一

． ，。+ ’ 謦

建国前，佛山市已是个手工业名镇，与周围的农村有着密切的联

系，各行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商店雇员中大多数来自附近的南海、顺德等

县农村。十八世纪以前，石湾陶瓷基地的手工匠人队伍不断扩大，三水、

高要、四会，东莞等县农村成千上万的劳动力进入石湾从事陶瓷生

声。一，。_’j。，-o
j ‘』 r．一．．：一

e一， ， j
”

·

．。

j
t

。 ?

，：，．． ．五．．√’影响就业的因素“．!‘
。 一。

“ ～～ · E一· ． ．。{·， 。’．．一 t

。。。佛山市经济发展的盛衰对劳动就业影响极大。就业人数的变化，．

原因是多方面的。r 一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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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资本主义各国机制廉价商品如潮涌

入，破坏了佛山手工业的发展，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大批工人失业。

鸦片战争以后，佛山市的铸铁工场仅存十分之一，炼铁行业全部垮台，

纺织业也倒闭十分之六，冶炼和纺织工人由原来七、八万人降到几千

人，石湾陶瓷龙窖由107座减为50多座。由于手工业全面崩溃，工场成

批倒闭，十万多工人失业流落他乡。

第二，汾江、沙口河道淤浅，航运受阻，佛山经济进一步衰退，失

业工人增多。清道光年间，贯穿西、北江的沙日、汾江河道日渐淤浅，通

往广州的主航道改线不经佛山，致使佛山失去了商品集散中心的有利

地位。到清末，佛山手工业虽有200多个行业，但最大的纺织业也只

有二，三千工人。

第三、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民族工商业得不到保护，劳动者
就业没有法律保障，长期处于自生自灭之中。抗日战争爆发后，帝国主

义经济侵略加剧，国民党政府采取放任政策，民族工商业一落千丈，

佛山手工业产品失去销路，工厂倒闭，商店歇业，工人失业达四，五

千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民族工商业仍处于危机状态，石湾瓷陶龙窖仅

剩17座，陶工l，000人；棉纺织行业的织机也仅存20多台，制药、金属制

箔行业几乎全部倒闭，工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第二节建国前劳动就业管理

建国前，佛山市没有劳动管理机构，劳动就业由企业主根据生产

经营情况决定，劳动者则按照自已的意愿和技术状况选择职业，劳资

纠纷主要是由劳资双方协商解决。

一、 明清时期的就业管理

明代以前一历代封建王朝为了榨取手工匠户的无偿劳动，把所有
的手工业艺人编入户籍，任由王朝随时征调。清初顺治二年(公元1645
年)，手工业匠人起来反抗，废除了工匠户籍，并将手工匠户的税金

并入田赋征收。从此，手工业匠人的身份自由才得到王法的承认。同时，

明清时期的就业主要是以家庭作坊为主，家庭成员之间是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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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劳动争议较少。
．

●

。

二、 民国时期的就业管理

1912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佛山雇佣工人队伍不断扩

大，但由于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产条件恶劣，工薪低下，生活无保障，

经常受到失业的威协。一些企业主因经济衰退，产品销路不畅，纷纷

对工人实行减薪，或以低薪雇用女工顶替男工。由于就业无保障，工

人往往采取怠工或罢工以示抗议。一些较大的行业为了维护工人的利

益，纷纷成立“保业堂会馆"等组织，和工人一起反对资方的压迫剥

削。据国民党q-V商日报》1935年6月14日报道： “石湾陶瓷业工人因

反对东家减薪，一部分工人自行怠工，以致发生纠纷，尚未解决。各厂

号的业主在工人怠工后，以利用女工工资低廉，纷纷雇用壮年女工

代替工作。工人方面获悉后一致反对，6月12日特在保业堂会馆召集

全体工人会议，决定致函东家各号请将所雇女工～律开除，否则如发生

纠纷，业主应负其责，同时请该会馆公安分局予以取缔圹。从1935年

6月至1936年12H间，仅陶瓷行业就连续发生多起工人罢工风潮，抗

议资方减薪，要求增加工资和雇用失业工人。

第二章建国后的劳动管理建制沿革

劳动部门是政府设置的主管劳动工作的行政综合管理职能机构。

建国三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劳动管理机构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在各项劳动工作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制定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劳动管理机构在实践中又进一步得到

完善和加强，管理职能逐步从行政指挥型转变到指导服务型上来，面

询基层，全心全意地为企业服务，为广大职工服务，为待业人员服务。。

第一节劳动局建制沿革：<行政机构)
●。

●，

建国以来，由于市级机关几经调整、精简和业务工作发展的需



因而劳动争议较少。
．

●

。

二、 民国时期的就业管理

1912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佛山雇佣工人队伍不断扩

大，但由于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产条件恶劣，工薪低下，生活无保障，

经常受到失业的威协。一些企业主因经济衰退，产品销路不畅，纷纷

对工人实行减薪，或以低薪雇用女工顶替男工。由于就业无保障，工

人往往采取怠工或罢工以示抗议。一些较大的行业为了维护工人的利

益，纷纷成立“保业堂会馆"等组织，和工人一起反对资方的压迫剥

削。据国民党q-V商日报》1935年6月14日报道： “石湾陶瓷业工人因

反对东家减薪，一部分工人自行怠工，以致发生纠纷，尚未解决。各厂

号的业主在工人怠工后，以利用女工工资低廉，纷纷雇用壮年女工

代替工作。工人方面获悉后一致反对，6月12日特在保业堂会馆召集

全体工人会议，决定致函东家各号请将所雇女工～律开除，否则如发生

纠纷，业主应负其责，同时请该会馆公安分局予以取缔圹。从1935年

6月至1936年12H间，仅陶瓷行业就连续发生多起工人罢工风潮，抗

议资方减薪，要求增加工资和雇用失业工人。

第二章建国后的劳动管理建制沿革

劳动部门是政府设置的主管劳动工作的行政综合管理职能机构。

建国三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劳动管理机构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在各项劳动工作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制定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劳动管理机构在实践中又进一步得到

完善和加强，管理职能逐步从行政指挥型转变到指导服务型上来，面

询基层，全心全意地为企业服务，为广大职工服务，为待业人员服务。。

第一节劳动局建制沿革：<行政机构)
●。

●，

建国以来，由于市级机关几经调整、精简和业务工作发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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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劳动局机构变动较大，人员更迭较频繁o

1950年，佛山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劳动科，其主要任务是：调查

失业人数和在职职工的工资、劳保福利；管理工厂企业的安全卫生，

组织职工学习《工会法》，检查《工会法》的执行情况；做好劳动力调配，

调查劳资关系和失业救济等工作。同年6月26日，召开全市各界代表座 -

谈会，成立“佛山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7月1日又成立“救济处"，

均隶属劳动科领导o
’

1956年5月，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和中央劳动部、内务部“关

于失业工人救济工作由民政部门管理的联合通知"精神，把失业工人

救济工作移交给佛山市民政科管理，劳动科主要负责就业、劳动力调

配与转业训练等工作o

1959年初，鉴于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劳动管理工作任务繁重，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佛山市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劳动科，成立佛山市劳动

局，内设政工秘书、计划调配、工资福矛Ij、劳保安全等科室o

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佛山市劳动局曾一度被撤

销，劳动管理工作由佛山市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属下的劳动知青组负责。

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任务繁重，经佛山市革委会批准，劳动

知青组改为佛山市劳动知青工作办公室，仍隶属佛山市革委会生产组

领导。

1972年开始，从上到下把知青工作当作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劳

动管理工作更加繁重，佛山市革委会决定将原劳动知青工作办公室分

设为佛山市劳动局和佛山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实行两个 ． ，

牌子，一套人马，统一领导，分线管理。

1974年，为了加强劳动管理和知青工作，经佛山市编制委员会批

准，市劳动局设置政工秘书，计划调配、工资福利和劳保锅炉科’市
知青工作办公室设置宣传教育科和动员安置科。1979年，根据工作需 ·

要，经市编委同意市劳动局增设培训科。
～ 1981年，知青上山下乡宣告结束，佛山市知青工作办公室及其科 。

室先后撤销；工作人员并入市劳动局，知青扫尾工作归劳动局管理。

1983年6月，地市行政机构改革，地市劳动局合并，建立地级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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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劳动局，实行市带县的新体制，管辖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县、

中山市和新设的县级汾江区、石湾区。并经佛山市编制委员会批准，
市劳动局内设置人事、秘书、计划调配、．工资、技术培训，劳保安

全和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科。

1986年1月，为加强培训工作，市劳动局党组决定本局技术培训

科与市劳动服务公司培训股合署办公，，实行统筹指导培训工作。同年

8月，佛山市编委根据国务院发布改革劳动制度《四个暂行规定》的通

知精神，以佛编[1986]93号文同意成立佛山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及办公室，办公室为科级建制，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市劳动局
双重领导。

⋯，1987年8月，佛山市编委佛编[1987]57号文同意市劳动局劳保安

全科改名为劳保安全监察科，成立佛山市劳动安全卫生监测检验站，

与劳保安全监察科为两个牌子，_套人马。

佛山市劳动局机构设置示意图

|佛山市劳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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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各级劳动机构组织概况(事业单位)

一、 佛山市劳动服务公司

劳动服务公司是佛山市劳动局属下的科级事业单位。公司建立之

前，为做好城镇就业安置和管理工作，先后建立过各种形式的劳动管
理机构；公司成立后，这些机构先后归并成为公司的下属单位。

1 9 5 1年4月，成立佛山市劳动介绍所，负责失业人员登记、

介绍就业和转业训练工作o
1 9 6 2年1 0月2 8日，在佛山市区内以公社(即区办事处)

为单位成立升平、普君、永安，祖庙、石湾区劳动力调配站，负责组

织、安置和管理所辖街道的闲散人员，并按照“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矽

的方针，组织闲散人员从事加工生产和服务工作。
l 9 6 4年5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全国大中城市建立劳动力介绍

所的通知”和广东省人民委员会颁发“关于加强城市闲散劳动力管理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省编制办公室的通知精神，成立“佛山市劳动

力介绍所”，行政干部编$,110人，指导、协调五个区劳动力调配站开展社

会劳动力管理工作。到1967年8月15日，根据佛山市军管会生产委员会

E1967]生委字84号文批复，将五个调配站并入市劳动力介绍所。1972
年11月，市劳动力介绍所改名为“佛山市社会劳动力管理所”。

1 9 7 7年7月，为加强城乡社会劳动力管理，打击资本主义势

力，扩大城镇就业面，促进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成立“佛山市社会劳

动力管理总站”，下设石湾劳动力管理站o
1 9 8 0年l 2月，根据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劳动服

务公司的要求，经佛山市人民政府E19803，98号文批准成立佛山市劳

动服务公司(为副局级)，下设石湾镇劳动服务站。同时撤销佛山市社

会劳动力管理总站，石湾劳动力管理站改名为劳动服务站。保留行使监
察和管理职能的佛山市社会劳动力管理所，与市劳动服务公司为两个

牌子，一套人马。

劳动服务公司成立后，它的主要任务是。吞吐、调节城乡社会劳

动力，指导安排城镇就业；开展职业培训，举办经济事业等。为完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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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任务，劳动服务公司于1 9 8 1年设置劳动力介绍科、行政财务科，．

生产科和培训科。生产科下设生产供销经理部(含城门头综合商店，
1 9 8 7年7月9日改为佛山市锅炉配件公司)一、锅炉安装检修队

(1 9 8 5年6月2 0日改为佛山市锅炉设备安装公司，后于1 9 8。7

年1月移交石湾区经委管理)，木器加工合作社(1 9 8 6年s二月改为

市劳动服务公司装饰综合服务部)o上述这些基层单位，。业务上受公

司生产科指导，行政上受市劳动服务公司领导。
一

1 9 8 4年3月，根据广东省劳动局粤劳外函[19842 8号文通

知，经佛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同意设立“广东省对外劳动

服务公司佛山联络处"，负责对外劳务联络工作。
～1 9 8 6年9月，经佛山市编委['19863 110号文批准成立“佛

山市劳动就业管理所"，为市劳动服务公司下属股级单位。
·’1 9 8 7年9月，根据国务院国发['19862 77号文发布改革劳动

制度四个规定的通知，和佛山市人民政府佛府办复[19872 73号文同

意颁布《佛山市劳务市场管理试行办法》的精神，为搞好劳动制度改革
和劳务市场工作，经市劳动局党组同意成立“佛山市劳动服务公司社

会劳动力管理所"、“佛山市劳动服务公司待业职工管理所"、“佛山

市劳动服务公司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均为股级单位)’和“佛山市市

区劳务市场服务部"(为副股级单位)。

二、 佛山市社会劳动保险公司

1 9 8 8年1 0月2 7日，佛山市编委[833 104号文批复同意

成立“佛山市社会劳动保险公司"，为市劳动局下属科级事业单位。它的

主要任务是：改革劳动保险制度，实施社会统筹保险；负责全民，集体

企事业，机关单位在职职工、退休职工和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基

金的筹集、发放和管理；对各级社会劳动保险公司和区镇集体经济组织

的退休基金统筹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

1 9 8 4年以来，随着社会统筹保险业务发展的需要，市社会劳

动保险公司设立财务综合股、职工退休金统筹股、合同制工人保险股，。

乡镇职工退休统筹指导股。人员不断调整充实，实行电脑现代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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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劳务信息技术工人交流咨询服务中心

1 9 8 5年4月2 7日，佛山市编委佛编E19853 37号文批准

成立“佛山市务劳信息技术工人交流咨询服务中心"，为市劳动局属

下科级事业单位。并于同年7月制定《佛山市劳务信息技术工人交流
咨询服务中心章程》，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牵线搭桥，调剂余缺，为企

业和单位解决急需技术人才服务。

四、 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1 9 8 4年1 0月2 9日，佛山市编委佛编E843 170号文批准成

立“佛山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为市劳动局属下副科级事业单位，

与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科为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它的主要任务

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条例，对国产■■■锅炉、压力容器进行严格
检验，向市劳动局锅炉压力容器监察部门提供检验报告。

五、 佛山市第一技工学校

l 9 6 8年，为适应第三个五年计划对技术人才的需要，经广东
省劳动局批准创办佛山市技工学校，为原市劳动局属下的事业单位，

内设政工室、教务处，总务处和实习工厂。
1 9 6 3年至1 9 6 8年期问，市技工学校先后从社会上招收高、

初中毕业生，开办车、钳、电工等专业，为国家培养了三届中等技术人

才。1 9 6 9年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市技工学校被迫停

办，学校的设备和工作人员转到佛山市汽车修配厂。
1 9 7 2年，经广东省计委E723粤计革文字372号文批准恢复

佛山市技工学校，先后开办车、钳．电工、电子、铸造、塑料等六个
专业。到1 9 7 5年在校内增设“佛山市机床厂静，既作教学实习工厂，

又承接来料加工任务o
1 9 8 8年底，佛山市技工学校改为“佛山市第一技工学校’’，为现

市劳动局属下科级事业单位，内设政工、教务、总务处室及实习工厂

和无线电修理部々近几年来，教学宗旨按社会发展需耍设置二专业，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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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长为主，既面向社会招生(长)，又担负在职工人培训任务

(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到1 9 8 7年止，在校学生

发展到近五百人。

六、 佛山市第二技工学校
f

‘

第二技工学校的前身是佛山地区技工学校。1 9 8 8年地市机构

改革合并，经省、市领导同意将地区技校改为“佛山市第二技工学校"，

为市劳动局属下科级事业单位，内设教务处，总务处。第二技工学校

根据分工，市劳动局党组交给的任务是长短结合，以短为主，在有条件

时可以招生，平时主要是承担工交企业特殊工种人员的短期培训任务o
1 9 8 5年以来，先后承担过市属纺织中专班和广东省劳动系统劳动

经济管理电大班的培训工作o ·。‘

·。

1 9 8 4年8月1 6日≥佛山市编委佛编E843 91号文批准成立

“佛山市劳动保护教育中心"，与佛山市第二技工学校合署办公，为两

个牌子，一套人马，并于同年4月2 0日正式开学o’

第三节群众团体、老龄等机构组织概况

一、 佛山市劳动学会

1 9 8 4年2月1 8日，佛山市委宣传部E843 02号文同意成立

“佛山市劳动学会"，并制订《佛山市劳动学会章程》o同年6月2 7

日至2 9日，在佛山市第二技工学校举行佛山市劳动学会成立大会
暨首届年会，通过学会章程，选举严显廷(副市长)为名誉会长，胡义福

任会长，聘请姚香宏、杜元真、陈辛陶，林江，臭孑仁为学会顾问。
1 9 8 7年1 1月7日，佛山市劳动学会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

会暨1 9 8 7年年会，总结第一届理事会工作，通过修改学会章程，

选举产生第二届理事会和领导机构，胡义福任会长，房海、吴恒、洪

荣林、袁莹为副会长。到1 9 8 7年底止，学会会员共262人。

二， 佛山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是佛山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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