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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熊奎光

盛世修志，自古皆然。我于一九九O年四月到宜春地区行署劳动局任职，

上任伊始，即着手编修《宜春地区劳动志》。历经十余载寒暑、时跨两个世纪、

又逢撤地设市，在新世纪之初，《宜春地区劳动志》终于付梓印刷了。在我任

期之内能完成古人称之为“不朽"的事业，确实如释负重、倍感欣慰。

《宜春地区劳动志》是我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劳动志。上溯唐朝之时，下

切世纪之末。秉着略古详今、删繁就简的原则，较为翔实地记载了新中国成立

后宜春地区劳动保障工作发展史实。重点突出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区劳动

保障制度改革发展实况。所谓补前人之遗阙、考事业之渊源、备千秋之借鉴、

促事业之发展，即是编修此部专志旨意所在o

《宜春地区劳动志》经过全区劳动保障部门的共同努力和有关部门、单位

的关心支持，全体编辑人员多年的辛勤笔耕，去粗取精，集腋成裘，以丰富的

资料，朴实的文笔，客观地记述了全区劳动保障工作的情况和主要经验，反映

了全区劳动保障工作的进程和基本面貌，对当前乃至今后从事劳动保障工作的

同志，将发挥“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在此，我代表劳动局向关心支持

编修《宜春地区劳动志》的部门、单位及全体编辑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九六年八月，我和任东庆赴北京向国家劳动部汇报工作期间，通过与

有关方面联系，特请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冲和中国军事科学院少

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毛泽东主席的

儿媳邵华分别题写志名，为本志增添了光彩。为此，向彭冲副委员长和邵华少

将表示深深谢意!

这部专志，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所限，加之有的资料不全， “文化大革命"

期间有些资料无法考证，错误、遗漏之处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

建议，使之更加完善。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江泽民“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突出地方特色、专业特征和

时代特点，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贯穿古今，略古详今，上限尽量追溯事物发端，记述的主要是2000年

8月16日撤地设市前的史实。后随着编志时间推移，为体现劳动保障事业的连

续性和完整性，我们将撤地设市后2001年的劳动保障工作也作了记载。

三、本志区域以现辖袁州区，丰城、樟树、高安3市和奉新、万载、上高、

宜丰、靖安、铜鼓6县为主，由于江西省行政区划几经变动而划出的萍乡、南

昌、新建、进贤、安义、分宜、新余等县，则予略写。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和组织机构、劳动就业、劳动力管理、职业培训

工作、劳动工资和保险福利、社会保险、劳动保护七个章节组成。苏区劳动事

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章节。

五、本志体裁为述、记、图、表、录诸体并用。主体部分以志为主，横排

门类，纵述史实。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的本末记事体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1949年以前者夹注旧纪年。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o

八、政区地名、机关、职务均依当时称谓。专用名称在各章首次出现时用

全称，后用简称。古地名与今地名不一者，括注今地名。志内所列已故人员均

未作特殊的标注。

九、资料来源于地(市)、县(市、区)档案馆、图书馆(室)和劳动、

人事、统计、财政等部门及有关知情者。编纂时一律未注出处。

十、本志所列因工伤亡事故为建国后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

十一、本志中“文革”或“文化大革命"均系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

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十二、本志所列历任领导人任职时间下限为2001年12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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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宜春地区位于江西省西北部，东与南昌市接界，东南与抚州地区为邻，南

与吉安地区及新余市毗连，西与萍乡市接壤，西北与湖南省交界，北与九江市

相邻。地处东经1130547。116027 7，北纬270 33 7～290 067之间。全区总面积

18669．53平方公里，2001年底总人口为518万。境内西北部属山区，其余多属

丘陵，矿产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有赣江、袁河、锦江

灌流其问，浙赣铁路横贯东西，公路网络全区。

宜春地区的行政区划，解放后经历过多次变迁o 1949年7月10 El江西省人

民政府袁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1952年8月6日袁州专员公署并入南

昌专员公署，辖17个县。1958年9月18 13南昌、新建两县划人南昌市。同年

12月15 13南昌专员公署迁至宜春城，1959年1月1日，更名为宜春专员公署o

1961年7月20日，新建、南昌两县又划入宜春地区，1967年11月13日新建、

南昌两县再次划人南昌市，其时宜春地区共辖15个县o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

改名为宜春地区行政公署，以后进贤、萍乡、新余、分宜、安义等县相继划

出，宜春、清江、丰城、高安四县又先后撤县设市o 2000年8月16日，宜春地

区撤地设市。原宜春市撤市设区(县级)，更名为袁州区。新的宜春市现所辖1

区、3市、6县，即：袁州区、樟树市、丰城市、高安市、万载县、上高县、宜

丰县、奉新县、靖安县、铜鼓县o

追溯历史，早在秦末汉初，樟树、宜春等开始设县，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

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宜春地区的劳动人民在这块土地上，长期孜孜不

倦地辛勤劳动，造就了宜春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国以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社会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象樟树的药材和

“四特酒”，早就遐迩闻名；宜春县的脱胎漆器，清朝末期就参加过国际“南洋

赛会”，获银质奖。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优质、名牌也终究改变不了

劳动者受剥削受奴役的命运o

1949年5月20 13，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樟树镇，至7月17日，宜春地

区全境获得解放。全区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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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从此，宜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的跨越

和显著成绩。

宜春地区历来重视劳动保障工作。解放初期，全区的劳动就业工作，由专

署民政科兼管。1951年，专署始设劳动科。当时，全区失业人数占城镇劳动者

80％，劳动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根据国家的政策，对民

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教学、医务人员以及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职工，实行“包下

来”的办法进行安置就业。据《江西省袁州地方工业一览表》统计资料，1950

年全区共有国营企业144户，从业人员O．54万人。到1952年末，全区国营企业

职工人数达到1．62万人，比1950年增长3倍o

1953年，全区劳动就业工作有了进一步加强，开始实行城镇社会劳动力资

源分配和综合平衡的计划管理。各企业因生产需要增加劳动计划时，统一由劳

动科在登记失业人员中选择介绍就业。截至年底，全区全民企业266户，职工

达3．49万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问，生产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到

1957年末，全民所有制职工队伍迅速壮大，全区共增加职工1．87万人o

1958年到1959年的“大跃进"中，招工计划失控，大批农村劳动力流入城

市，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猛增。两年中，全区共招收工人9．28万人，是建国以

来招工人数的2．66倍o

。1960年，全区掀起了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清理整顿劳动力，加强农业第

一线的群众运动，共精简职工3．91万人。1961年到1962年，贯彻党中央提出

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全区共精简职工

5．9万人o

1963年到1965年末，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部分工厂实行关、停、并、转，

对多余人员实行精简。1963年动员大批家居农村的职工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1966年至1976年，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劳动就业工作受到很大干

扰，职工增长比例失调。至1971年，全区共招收新工人7150人，其中招收了

大批农民，造成城乡劳动力大对流，增加了城镇待业青年就业的困难o

1964年至1978年，根据上级有关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

义建设的指示精神，宜春地区先后动员了知识青年75978人(其中接收上海市

知识青年21000人，南昌市知识青年7800人)上山下乡从事农业生产。

1976年10月，粉碎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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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劳动工作开始全面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

党的工作重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劳动工作结束了徘徊前进的局面，进

入了改革探索的发展时期o

1979年开始，改变动员中学生上山下乡为安置到城镇就业，至1982年全区

共安置回城知识青年12125名。至1985年，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全部得到安
照
且o

1980年8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确定了新的历史时期

劳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方针，即：“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

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劳动就业方针。在这个方针

指导下，宜春地区呈现了多形式、多渠道就业局面，全民招工、集体招工和自

谋职业同步进行o

1982年9月12日，行署批准成立宜春地区劳动服务公司。至1990年底，

全区有各级各类劳动服务公司733个。劳动服务公司开办的各类集体企业409

个，安置城镇青年116559人就业，缓和了城镇青年就业难的矛盾。

随着劳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1985年，全区全面实行了用工制度改革，

在全民招工中，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1987年，全区在国营企业中开展了优化

劳动组合工作o 1991年以来，围绕本地区农业工业化总体部署，为缓解城镇就

业压力，实行城乡劳动力统筹管理，行署劳动局适时地把劳动工作向乡镇延

伸，1993年在全区197个乡镇普遍建立了乡镇劳动管理站，把城镇待业人员引

导到乡镇、农垦企业就业，形成宜春地区劳动就业工作的一大特色o

1992年，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国家对技校招生和劳动培训制度作了相应的

改革，在学徒培训、职工岗位培训、就业前培训、技工教育的基础上，逐步形

成了我市职业技能开发体系。职业技能开发主要包括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

鉴定。到1994年技术工人考核(鉴定)工作，由行业转入劳动行政部门管理，

初步形成了以地区技校和地、县(市)就业训练中心为骨干，行业企业各类职

业学校为辅翼，民办、个体培训实体为补充的职业技能培训网络。建立了商

业、交通2个高级职业技能鉴定站，机械、轻化、林业、粮食、煤冶、师专、

技校等21个中级职业技能鉴定站，10个县市初级职业技能鉴定站，到1998年，

我区职业技能培训与职业技能鉴定体系框架已建立。截止2001年，技工学校培

训毕(结)业2．5万人。鉴定(考核)工人高级技师35人，技师3000余人，

中级工2．4万人，初级工2．2万人。就业前培训人数10万余人，在职职工培训

近4万余人，下岗职工培训3万余人。我区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对提高劳动者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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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o

1993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务院提出了：“在国家政

策指导下，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新时期劳动就

业方针。宜春地区逐步建立了劳务市场，实行职业介绍、就业培训、失业保险

“一条龙"服务。

1998年至2001年，宜春地区(市)劳动保障部门全面实施“再就业工程"，

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到2001年底，全市有丰

城、高安、上高、市直等单位建立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下岗职工主要通过劳

动力市场的调节、劳务输出和自谋职业实现再就业o

(二)

建国以来，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宜春地区于1952年、1956年和1985年

进行过三次工资制度改革o

1952年，按照中南行政区和江西省人民政府的统一安排，全区进行了第一

次工资改革。这次工资改革，确定以“工资分”为统一的工资标准计算单位，

制定新的工资等级制度和工资标准，改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

制度，以及工矿企业建立了八(七)级工资制度。

根据国务院1956年7月4日发布《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宜春地区从8

月7日开始，进行第二次工资制度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工分制和物价

津贴制度，实行直接用货币规定工资标准制度。改革后，全区国营企业、事业

单位职工月工资平均增长28．7％；全区小学教师月工资平均增长34．45％o

第三次工资制度改革，是根据国务院1985年1月5日《关于国营企业工资

改革问题的通知》，和同年6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进行的。从1985年起，在宜春工程机械

厂、宜春风动工具厂和宜春齿轮厂三户中型企业进行了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

钩试点o 1988年在全区国营企业中全面推广。把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与企业的

经济效益挂起钩来。同时，大力推行计件工资、浮动工资，把职工收入和个人

贡献结合起来，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全区经济的发展。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了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除基础工资保

持同一水平外，职务工资按不同职务划分29个工资档次，职务等级互相交叉，

并按参加工作时间发给工龄津贴；教育、卫生部门增加了教龄津贴和护龄津

贴。工资制度改革解决了劳酬脱节、职级不符、政企不分等多年未解决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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