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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是第一部全面地、忠实地记载从清末至1987年惠州

事业的历史与现状的志书，其中关于劳动力管理、劳

动就业，工资福利，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资料尤为详尽。本志

对领导决策者和劳动事业工作者有直接的资政作用，对各地

劳动事业和方志同行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具有研究和参

考价值。
。



}节．
r

l
‘7●

—Jb

日

编修《惠州市劳动志》，这是我区劳动史上的一件大

事，也是一个艰巨浩繁之工程。披阅数载，几易其稿，它终

于姗姗降临了。当我浏览着这本凝聚着尹兰河，蓝兆浪及劳

动系统不少叵志用心血写的史志的n0候，喜悦之储难于言

状。作为劳动战线的一名普通战士，我热烈地祝贺它的问

世。

修史缩志，历来都被奉为太平盛事。我想这大概有两

个原因t一是像修史编志这样i召繁博杂之事，只有衍生于安

平鼎盛的时代，二是鉴古明今，通过对史的追忆，经验的总

结，教训的启示，唤起世人的关注和参与意识，促进事业乃

至社会的发展。今天，《惠州市劳动志》呱呱地诞生了，又

何尝不阻此佰印证呢?它是社会安平的象征，又是加快劳动

制度改革，把蓬勃发展的劳现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需要。

《惠州市劳动志》以大量的史料，客观翔实地记述了上

至清朝末年，下至解放后1987年底一卟半世纪来，惠州市劳

动制度和劳动管理力法的历史演变，犄别是再现了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来，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匿绕着整个经济

体制的改革，我区积极进行劳动制度配套改革的种；i!Il尝试。

沿着这条历史的轨迹，人们可掣透过劳动制度的烟云变化，更

好地理解劳动制度娅l质的规定性和它列社会发展的能动作

用·可以了解解放以来惠州市劳动制度沿革的动态过程，更



可以从中吸取那许许多多成功的与有益的经验，使我们变得

愈加聪颍和充满信心．概而育之，《惠州市．劳动志》的出

版，列惠州市劳动事业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当然，同世间万物一样，这劳动史志一定也有不尽人意

之处，但我相信，改革开放的大浪大潮也一定会将它磨洗得

更加璀璨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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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位于广东省中部偏东的南方，是联

粤东地区的交通枢纽，从隋开皇十四年(59

管府以来，一直是东江流域政治、经济、文

清代和民国已是省内各县客商和剩余劳动力

的十一届三巾全会以后，更成为内地各省劳

会的场所。
’

。

(一)

清代和民国时期，惠州几乎是清一色的

型厂矿，无劳动管理机构。抗日战争爆发后

只员工以及香港、广州、珠江三角洲各县难

到惠州，使惠州外来劳动力数量激增，加上

年儿童从业，直致1949年底仅有8万多人的

业，失业人员竞有1．7万多人，接近人口的

的地方观念．乐于吸收外来资金和劳力，是

惠州工商业的一大长处，对惠州经济的发展

民豳H于期，公职人员(含公立和民办的

{j Jj薪制，私营雇工仍沿袭清代习惯。脑力

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工资收入极端悬

儿1．僻。放中等收入以上一人从业可以养活



全家参加劳动也难以维持生活。劳动强度越大，工作时间越

长，而工资收入也往往越低，这种工资箭l度充分反映了剥削

制度同劳动人民的根本对立。各行业均无所谓劳动保护，亦

无所谓福利待遇，而工作时问普遍在12小时左右，许多行业

职工因受职业病折磨，往往未老先衰，晚景凄凉。

(=)

1949年lO月惠州解放后，人民政权迅即成立民政部门，

组织工会，共同负责劳动管理工作。1950"-'1953年，全力放

决大量失业人员的生活问题，4年时间以工赈，救济、资遣

圆乡的方式，资助约6000人次J介绍就业1767人。这一时期

还初步建立公，私营职工的劳动保护制度和医疗，休假，病

事假等福利制度。迅速地恢复了惠州在解放前受到严重破坏

的国民经济。 i”j

1954一1957年，惠州解放初那种等米下锅的失业人员已

不复存在，劳动管理的重点开始转向就业安置，4年时间共

安置7950人次。1956年完成城市对私营工商业改造，进行工

资改革，建立全民职工公费医疗、退休退职制度。城市列私

改造的完成使私营工商业全都转为公私合营企业，职工同国

营职工享受同等待遇，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组成自负盈亏的

集体企业。但集体商业点，店多数达不到规定的营业额，出

现亏损。1957年底调整后出现剩余职工1305人，约占商业从

业人员总数航40％。对个体户的限制取缔，除1961-'-'1964年

略有放松外，一直持续到1978年底，堵塞了城市就业的一条

重要渠道，使就业安置工作在此后20多年间长期处于被动状

态，成为劳动管理最棘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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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时期，市手工业局署￡’所属企业由集

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全市共安置4053入就皿，其中安

置在工业企业的占85％，工业企业职工年末人数从1957年的

2697人激增至6116人。大量未经培训的人员直接投入生产，

加上“大跃进"时期日夜苦干，～度造成工伤事散频繁。

1960年冬开始，原手工业系统企业重新改为集{)I==所有制，至

1968年，全面贯彻中央“调整、现固，充实、提高”八字方

针，镇属全民单位9大系统共精减职工1626人，全民所有制

商业系统1000多人由镇属改为县属，镇属全民职工口．1961年

的4,709人锐减至．1963年的2045人，同列恢复发放个体牌照，

个体户骤增至3909人。这一时期建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每

年进行l一2次全市(镇)性的安全生产大检查。由于消费

品紧缺，对劳保用品实行按计划分配的制度，把50年代的接

触粉尘，有毒物质等特殊工种的营养补贴费，改为供应油，

肉，糖等保健食品。 以上两项， 成为20年问长期实行的制

度。 ．，

-
‘

经过1960-'-'1962年的调整、整顿，惠州经济渐趋好转。

1965年年末全民单位职工4511人，集体单位7119入；共计

12710人。在9大系统的11657人中，工业职工占38％，商业

职工占19％，这标志着惠州已由商业性消费城市变为工业性

生产城市，个体户也全部并入各类合作社、组等集体单位，

对社会闲散劳动力进一步加强了统一管理，这两项措施杜绝

了劳动者自谋职业的渠道。而靠政府安排又不能消化解放后

大量新增长的劳动力，1965年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务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从另一角度看，也是试图Jjj农村寻找安置城市剩余劳动力的
途径。

(四)

1966,--．1976年，劳动管理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彳．

扰。1968年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由市革委会生产纽安置办

公室行使原劳动局的部分职权。rh于一些原来行之有效的安
y

全生产制度被否定，工伤事故上升，职业病发生率增加，职 ·

工健康水平有所下降，奖金奖励制度被取消。1972年进行工 婶

资调整时，除违法乱纪人员和当时所婀“敌对分子"之外，
’

工龄成为工资评定的唯一标准。

1968--一1977年，惠州共动员11400多名知识青年上llI下

乡，用去经费161．9万元。然而，“知青”逃港和倒流同城人

数I卜l 30％。而i同一时期驻惠的地、县、市各级企业都从农村

招收了大量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极感困难，须动员大批肯年

下乡务农以解决就业问题的情况下，jl；现了城乡劳动力大对

流的怪现象。
‘

“

． 一

(五) j
‘．：土 。’：

惠州1978年起停止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务农，原下乡落户。

的城市人口开始陆续回城，城市待业人员就业方向由农村转

向城市。1979年贯彻调整就业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

发放个体营业牌照，鼓励劳动者自谋职业，扶持发展集体经

济，开展“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

补偿贸易)形式的对外加工业，积极引进外资，发展“三资"

企业(外商独资，合资，技术合作)，实行多渠道、多方式



安置就业，从1978～1987年底的lO年问，共安置城市待业者

31195人，‘等丁1968～1977年9388人的3．4倍。这～时期，惠

州不但消化了“文化大革命"期问历年积累及以后逐年薪增

长的待业人员，而且还安置了大量外来劳影力就业。改革了F

，、- 放以来，惠州市对外来劳动力从限删，于11挤改为积极引进，

加强管理，并在广东省各市中率先开放城门，以各种优惠政

。 策吸引外省，外县的单位和个人来惠办厂设店。1987年底，

惠州城市待业人员就业率达到97％。解放儿十年问长期困扰

着劳动部门的就业难题，终于在改革开放巾得到解决。
‘

1978～1987年，劳动保护工作出现发展和倒退并存的现

象：以固定工(含合同制工)为主体的全民单位和集体单

位，劳动法规，措施，设施更完善。而另·方面，一些市级

以下茸位因陋就简发展对外加工业，接触粉尘、有毒物质的

工；flIl缺乏配套讹保护措施，工作瞄问普遍在12小时左右，生

活福利条件较差。劳动保护在某些部门暂11’}的倒退顼象，虽

然暴露了管理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弱点，但更深刻的原因，则

是为了解决多年积累的就业问题，为理顺行业结构而付出的

代价。

1979,一1987年改革开放时期，惠州市在JjJ工，调配、工
“

资，劳动保险等方面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从1982年起，逐
’

步扩大企业用人自主权，招工和调配审批权下放到企业和主

， 管局-市劳动调配站改称劳动服务公司，对社会劳动力的竹

理由原来的企业型转为服务型，以职业培训和介绍就业为

主，职业培训特别是就业前培训得到很大发展。1983年试行

合同工制，1984年后新招收的长期工，除国家统一分配者

外，一律定为合同制工。从1984年起，各工矿企业普遍实行

5



堡翌孑篓，．职工工资同企业经济效益直．按．．’拌．铀f,,r U．--10v且VV￡"拉7-围

搴銎鉴妻全曼譬有制企事业单位实行基本工资和职务工资：“
j!；壬攀粤笙台能结构工资制度，初步解决了“王柜菇；
2"孥毒长期存在的职级不符和教师工资偏低的问毫。。l；}磊
竺：登兰了市劳动保险公司和待业驴工管珊所，殉职工待业

‘

窆竺休保险实行统筹解决，既增加了企业调整生产，经蔷的
銎量塑力，又避免了职工退休待遇因企业经济状况不同而畸 ，

轻畸重的弊端。 ． ‘。：j一：一”’



第一章机构沿革

第一节 惠州市劳动局

解放前，惠州尚无管理劳动事务j!{；专门机构。1949年11

月底，惠州镇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内设民政接锈委员会，

．丰{眚民政工作，兼管黄动事务。’

1951年春，惠州镇人民政府始文劳动股，届民政利内设

机构，有专职干薄2人。

1958年初，镇人委设民政劳动科，工作人员5人。4

月，惠州撤镇设市，设置劳动局，负责管理就业，调配，工资工

作。11月，惠州撤市改镇，1959年改局为利，印能不变。1960年

6月15日，劳动稍归镇工业局直接领导。1963年劳动稍增加

发放退职老弱职工原工资40％的救济工作。

1964年4月28日，劳动科又由镇人委直接钐、野，增加人

员编制，共有工作人员10人。主管全镇劳动就业，劳动调

配、劳动保护和劳动工资福利等工作。

1965年，市人委劳动科、民政科、复退军人安置办公室

联台办公，由市人委办公室统一够导。

1966午下半年，瞄“文化大革命”开始，劳动鬯窭受到

严重二F扰，蜓没有完4瘫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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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23日，惠州葡j革命委员会成立。设置市革委
纽安置办公室，负责劳动管理工作。1972年12月28日。

委会恢复劳动局。1973年9月，劳动局有下属单位一

即刚成立的劳动力管理所(后改多：动劳务公司)。

1980年，屈机关内设劳动调配股。1984年增设劳动工资

培训股，秘书股，劳动安全监察股，增辖劳动保险公 ．

1986年增辖待业职工管理所。
’

1987年底，市劳动局内设。5个股室，工作人员16人，下

个事业单位，创办1问厂，2个公司，共安置558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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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任意州市(镇)劳动局(稃)负责人
表1

姓名 职务 机杞名称 任职lj．}闷

叶 钧I 股长 镇 民 1951

政科劳动股
朱占有 股长 镇 民 1953，4～1954，11

政科劳动股
曾庆海 副股长 铤，民 1953。～1958

政科劳动股
罗世祯 局长‘ 镇 民 1958，10

政劳动科
温务星 副科长 镇 民 1960、4～1965

政劳动科
廖伟铭 副局长 乱i劳动局 1972、10～1984、5

一 ’

葛泽勋 局长 ．市劳动局 1972、12"1973，2
t“

李月明 副局长 市劳动局 1972、12～1974，2
。1 牛

李树良 ．局长， 市劳动局 1973、7～198l，3

王官先 副局长 市劳动局 1979、3"-一1985、5 ：

卢金麟 副局长 ，。_『i}『劳动局 1979，8～1981、3

卢金麟 局长 市劳动局 1981、4----1983、1

杨娟 副局长 市劳动局 1982，8～1984，5

钟锦来 副局长 市劳动局 1982，8"---1987
‘ ●

王又红 局长． 讣劳动局 1984、5、“_

刁春庆 副局长 市劳动局 1984、5、14一． 。’

壬洪宝 副局长 了1j劳动局’ 1987、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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