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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县劳动保障志》

编写成员名单

一、编写领导小组

组长：肖春林

副组长：杨祥坤 ‘

组员：范文、李水洋、欧召琼、谭旭平、周湘宁

李亚夫、朱建辉、李正昌、周静刚

：、编写顾问

宾昌绪、黄贤启、陈亚南

三、编委

总编。肖春林

副总编II周湘宁、李正昌

编辑t(以姓氏笔划为序)

向曾妍、谷湘平、陈庆祝、何岳衡、杨红

肖莉、旷泽昌、旷艳、周静刚、赵树全

胡勇、唐卫、宾晓平、谭燕舞

四、审稿

肖春林、杨祥坤、李水洋

欧召琼、谭旭平、李亚夫

五、校对

向曾妍、张清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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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局在县人民广场组织

举办了全县零就业家庭成员上岗仪式。此次上岗仪式，100多名零就业

家庭成员走上了保洁、保绿、保安等公益性岗位，270多名零就业家庭

成员被民营企业吸纳。

图为出席全县零就业家庭成员上岗仪式市、县的领导(从左至右

依次为：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曾秀，县劳动保障局局长肖春林，县政

府办副主任刘钟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雷海东，县委办主任郭新衡，

县委副书记、县长周骥，县委书记罗海东，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柏承运，县委副书记凌训l龙，县政协副主席汪春衡，县政府调研员旷

斌，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杨祥坤)。



图为国家发改委就业司在省发改委、省劳动就业服务局和市劳动

保障局领导的陪同下，对衡山县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进

行专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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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989年8月，‘衡山县劳动志》闯世，时隔20年，又有重点记述改革开放

以来，衡山劳动保障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衡山县劳动保障志》(1988"一2007)

付梓，这是我局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一件盛事，也是局系统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大硕果，可喜可贺。

1988年～2007年，是衡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

衡山劳动保障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19年来，我局广大千部职工在县委、

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大力支持下．在市劳动和杜会保障

局的具体指导下，为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邓小平理论和搿三个代表一

重要思想为指导．开拓进取，艰苦创业，与时俱进，努力克服发展中的种种困

难，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发展高潮，为维护社会稳定与建设小康衡山、和谐衡山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了全面、系统地明晰我局各项业务工作的发展脉络。．：衡山县劳动保障

惠》立足衡山劳动保障工作的实际，充分借鉴其他行业志的经验，所记述的内

容，多数是‘衡山县劳动志》断限内没有发生．没有见到的新的史实，有的上

溯至<衡山县劳动志》的下限以前，文表俱全，图文并茂，资料详实、观点正

确、信息量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是社会各界了解衡山劳动保

障的重要窗口。也是今后衡山劳动保障工作科学决策的得力助手。在此，谨向

所有参与志书编修的同志致以谢忱和敬意。

值此<衡山县劳动保障志》出版之际，愿全局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七大精神，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创新劳动保障事业，继往开来，

团结奋进，迎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l

局长：育春林

二00七年



凡 例

一、本恋为<衡山县劳动惠>的续忠，定名为‘衡山县劳动保障惠>

(1988年"-'2007年)。

二、本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舅三个代表一重要思想

为指导，力求全面系统、准确详实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全县劳动保I章事业的

发展状况．

三、本志韵上限接．：衡山县劳动志，的下限——l湖年。下限量2007年．
为真实反映局系统工作的发生、发展全过程．其断限适当上溯或下延·

四、本恚篇目与<衡山县劳动志>有循有易，横捧竖写，数横相结，设概

述为全志之酋．按篇、章、节、目四个层次设计。共计13编。胬章鹪节15目。

五、本恚体裁以记、述、忘、嚣、表为主，图表髓文设置．

六、本志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单位均按国家所定的规范书写。

七、本志记述机构或事物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甩全称，以后采用简称。

八、本志所载的史实，均为公元纪年。

九、统计数据除标明月份的外．均为年终致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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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89年度

(1)7月1日，县劳动服务公司培训中心综合楼竣工落成。

(2)本年度临时工、集体工改办全民合同制工人工作基本结束．

1 9∞年度

(1)10月，经编委山编字(1990)26号文批准，设立劳动就业培训中心为二

级事业单位，隶属劳动服务公司管理。

(2)10月，在全县开展社会劳动保险工作宣传(月)活动。

(3)11月，劳动服务公司与深圳市公共汽车公司签订劳务协议，同时设立

衡山县劳动服务公司驻深圳劳务办．

所。

1 991年度

1月，经编委山编字(1991)4号文批准，劳动服务公司更名为劳动就业服务

1 992年度

6月，全县首家私营企业——林楚楚家用电器公司参加养老保险，该公司

12名职工参保。

1 993年度

(1)3月，经编委山编字(1993)4号文批准，设立就业训练股、职工特业保

险股、劳动力管理股、企业管理股。

(2)3月，组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衡阳之春》文艺演出和老年迪斯科比赛、

钓鱼比赛。

(3)5月，全市保险系统财政工作检查，社保所财物管理工作受到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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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4年度

(1)1月3日，省市贯彻《矿山安全法≥会议在衡山召开。

<2)4月，经编委山编字[1994】7号文件批准，_衡山县社会劳动保险所一升

格为“衡山县社会劳动保险局一(剐科级)．

1 995年度

(1)10月，根据衡编办[1994】23号、街编发【l∞5】2号文件精神，为切实加

强社会保险工作，同意成立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所．主要负责全县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的劳保统筹工作，隶属人事局，为般级全民事业单位。

鼢本年度，全员劳动合同制工作启动．

1996年度

IIl溜月，根据国务院雷发n鹎l】33号文件，省致府湘敢发【19∞】3号、市

政府湘政发n∞5】骼号和【1996】眈号、县政府山政发【l∞6】14号文件糖神，

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正式崩动。

(2)4月，经编委山编字<1996)ll号文批准．劳动就业服务所更名为劳动就

业服务局。县社会劳动保险所更名为县社会劳动保险局t县劳动就业服务所更

名为县劳动就业服务局。

(啪}月，经编委m编字‘_19％)髭号文批准，设立衡山县职业介绍所，为

自收自支全民=级事业单位．

(4>12月，经编委山编字《l嘲)35号文批准，增设劳动就业服务局办公室。

1997年度

(D1月，根据山编字【l∞7】4号文件精神，衡山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所

升格为副科级事业单位。

锄7月18日，举行职工个人帐户酋发式，个人帐户全部与职工见面。

(3)10月，组织∞人参加衡眠市第：餍老人运动会，并获得较好的名次。

“>11月19日。社会劳动保险综合楼和离退休职工活动中心破土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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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5)本年度，企业工资指导线制度开始推行。

1 998年度

(1)12月，社会劳动保险局正式搬迁至新建成的社会劳动保险综合楼办公。

(2)12月1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

1 999年度

(1)4月6日，全市社保工作会议在衡山召开。

(2)6月20日，县召开贯彻全市社保工作会议，部署全县参保扩面和基金清

欠工作。

2000年度

(I)7月，对企业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

(2)8月，将所有企业养老金差额结算改变为全额结算，并对全县25家企业

1431名离退休人员实行了养老金社会化发放。

(3)10月，我县被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项目指导小组确定为全国21个

返乡创业试点县之一。

2001年度

(1)9月起，离退休职工养老保险金全部实行社会化发放。

(2)11月。县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正式成立，为正股级财政全额预算拨款

事业单位，隶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管理。

(3)12月8日，一全县医疗保险工作动员大会召开，标志着我县医改工作全面

实施。

2002年度

(1)1月1日起，全面启动县直机关、事业单位和部分企业单位医疗保险。

(2)3月，衡山县劳动局更名为衡山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同月，县劳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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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委员会、县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成立。

∞4其，筏山县机关事业单位社保所从县入事局主管越归县劳动私社会保

障局茔管。

“)5月。全县所有的行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工作全面启动。

(啪月，局成立劳动保障政务使民服务窗口，并派专人进驻县政务便民服

务中心。

(6)我局指导企业推行岗位工资制，全县鹪家国有企业5200名职工、27家

集体企业2547名职工全部实行岗位工资制。

∽12月，县返乡创业工作被评为全省先进，并在全省农村就业工作会上作

为重点推介．

2∞3年度

(1>1月1日起，全市停止实行职工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

(2)4月，我局和县电视台合作．开始推出52期时长为8分钟一期的电视专

题节目——‘劳动与保障》．

(3M月17日，县《再就业优惠证>发放工作正式启动le，首批发放‘再就业

优惠证>∞3个·，，

“)4月29日至∞日．在县九观桥水库宾馆举办了首届基本医疗保险定点

医疗机构培训班暨2002年度总结表彰会。

(5>5月，县劳务市场、县职业技能鉴定始相继成立，这两个机构的成立进

一步规范了我县劳务市场，为技术工。持证上岗一制度韵推行和推进就业再就

业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6)5月．全县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店挂牌。

(7耵月．省委督查室副主任黄伟特一行对我县劳务经济情况进行调研，在

先后考察贺家、永和、店门等地后．对我县的劳务经济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8)7月，按照省市文件要求，开云、白果、东湖、新桥、店门、贺家、长

江七个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站相继成立。

僦月。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优惠征》发放工作全面囊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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