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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李渐辉

《益阳地区劳动志》历时三载，收集资料百万余字．终

于编纂成书了，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也是我区劳动

部门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本人曾审词过志稿，觉得该志书内容翔实，脉胳清楚，
编写成书，来之不易．它既凝聚了几位修恚同志辛勤编写的·§

血，也反映了全区劳动部门的同志提供资料的辛勤劳动和鼎力

相助的协作精神．它是全区劳动部门广大干职工集体劳动．集
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区劳动工作的真实记载和历吏总结．当
然，该志书限于时间仓促、资料不全和编者水平等原因，还有

些不足之处，但从总体来看，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突出了业务活动．体现了专志特色。态书对建国前后

全区劳动领域的各项重大活动，诸如各个历史时期劳动机构的
兴替变更，劳动、工资，保险福利制度改革以及各级劳动部门
的职能调整，都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并用事实说明了各个历吏
阶段全区劳动工作兴衰起伏的原因．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实

际上已成为全区劳动工作者不可缺少的工作手册．

～重点地叙述了十年改革的成就．恚书用大量的篇幅
叙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劳动工资保险制度的历史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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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诸如打破传统的_统包统配，就业铡度，实行。三结合一
就业方针；打破职业终身化的固定工制度，实行劳动合同铡；
破除传统的等级工资制，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

建立社会劳动保险体制等等，集中体现了全区千年改革的巨
大成就，说明了坚持劳动用工、工资分配、保险福利三项制度
改革是社会主义劳动工资体制自我完善和发展之必需。

——用事实说明了劳动工作在全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志书歹||举了大量数据和事实叙述了全区劳动部门

在经济建设中的服务保证和促进作肌态书在叙述成绩的同
时，也如实地反映了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将起到存吏，资治、

教育的作用。

，古人云：矗治天下者以吏为鉴，治郡国者以恚为鉴。吏
载兴衰治乱，以备千秋之借鉴。妒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劳．’
志书是。精神食粮劳的宝库，希望大家珍惜它、学习它、运用

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深化全区劳动用工、工资分配乖
保险福剩剁度改革，55i扬过去工作中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
统，进一步做好劳动工作，更好地为全区经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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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

(作者系益阳地区劳动局党组书记，局长)



编辑说明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以历史发展为脉胳，本着口专志要

专修和详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区劳动工作的发展

和演变及其兴衰起伏的原因，存史以资治。

二、记述时间I上限1840年，下限1990年。

三，记述范围。详今略古地记述全区劳动领域各个时期的

业务活动，着重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p_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变化。本志专列《二级机构简介》和《县市局简介》

两章，分别介绍其专业性和基层性的工作活动。使全书有分有

合，互相补充。

四，在结构上，横分门类，纵向叙述，以时为经，以事为

纬。事以类从，设章、节二层，图，表穿插其中。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益阳地区档案馆、常德市档案

馆，湖南省档案馆、益阳地区统计局，以及县市劳动局，档案

馆。重要数据以地区统计局为准。所有资料均经反复核实，一

般不交代出处，不作注释。

六、年代、时间，计量等数字，均使用阿拉伯字。5-'--'8位

数，以万为单位，9位以上用亿为单位，小数点以后的3位数，

采取四舍五入办法。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统称新中国成立前后，新

中国成立前的纪年，先写朝代年号，再用括号注阴公元纪年。

八，名称一律用全称，简称时加以注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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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记述中写人名，直书其名，不加露同志一，“先生秒

之类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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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益阳地区位于湘中偏北，洞庭之滨，辖益阳、沅江两市和

南县，益阳，安化、桃江四县，索称“鱼米之乡移。新中国成

立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

压迫，人民生活十分凄苦。境内官僚资本企业和手工业作坊老

板，为赚钱图利，不顾工人死活，强迫工人在生产条件恶劣的

环境中，长时间地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工人的人身安全毫无保

障，生、老、病、死，伤、残无人问津。新中国成立后，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区逐步开展了对城乡劳动力资源的统筹

管理和合理利用，劳动工作始终围绕服务经济建设，服务人民

生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中心，为益阳的经济振兴和腾

飞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谱写出了新的篇章。

纵观建国四十年来劳动工作走过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三
个发展阶段o

sine，初创发展时期．(1949--,1957)

新中国成立初，专署无专门劳动机构，劳动工作先后由工

会、民政等部门代管。重点是开展失业人员的救济与安置，通

过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还乡生产，转业训练、介绍就业和自

谋职业等多种途径，基本上解决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

题。1956年，全区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即被废除，企业实行以固定工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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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临时工，合同工，亦工亦农轮换工，季节工为辅的用工

制度。工资方面改实物工资为货币工资，废除年终双薪、年终

红利，同工不同酬等不合理的工资制度，推行计件工资和奖励

工资制，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工资体系。

1956年10月，专署成立劳动科，劳动力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发

展，根据区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开始编制劳动计划，改善劳动

组织，实行定员定额。至1957年底，全区城镇就业人员达4．87

万人，为解放初期的6倍多。

=，调整变革时期(1958～1979)

1958年“大跃进”中，劳动计划遭到冲击，区内大批新项

目盲目上马，全区职工人数猛增到9．2万人，使劳动力管理工

作陷入被动。1961～1963年，根据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区重点开展了精简职工，压缩城镇

人口，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运动，三年共精简压缩3．76万人，

减少城镇人口1．44万人。

“文化大革命”初期，地、县<市)劳动机构相继撤销，

劳动计划编制，定员定额等项工作中断。劳动就业在不实际的

政策导向下，进行城乡劳动力大对流，城镇企业单位用人多招

农民，少招城镇人员，动员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即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表再教育”。至1978年初，全

区共招收1．02万农民进城就业，动员3．65万城镇青年下放农

村。

“文革”结束后，1978～1979年垒区近2万知识青年回城，

与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积聚成巨大的待业高峰。面对如此严峻

的就业形势，地，县(市)相继恢复劳动机构，成立劳动工资

局，加强对劳动力的统筹管理，逐步解决城镇待业人员，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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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回城知青的就业问题。z1E1979年底，有40％左右的回城知青

巳得到妥善安置。 。／

三，全面改革时期(1980～1990)

中共-t'--届兰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全区劳动工作的主旋律转向劳动，工资、保险福利三大制度的

改革，并获得辉煌成就。

一就业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是改革国家4统包
统配”的刚性就业体制，实行了“兰结合”的就业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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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由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单位招工的就

业渠道。向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多种就业渠道转变。二

是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善了就业结构，由过去主要依靠工

业部门和全民单位吸收就业，向主要依靠第三产业和城乡集体

经济扩大就业转变。三是大力发展技工学校，职业学校和就业

训练中心，由过去待业人员直接无条件地自然就业，向先培训

后就业转变，提高了待业人员的就业竞争能力和职工队伍素

质。四是创建和发展了劳动服务公司，为待业人员提供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和条件，实现了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安排就业向以

经济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组织指导劳动就业的转变。五是建立健

全了劳务市场体系，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使用和流动，实现了

从劳动力的封闭式“单向选择”向公开化。双向选择”的转

变。1980～1990年。全区共安置城镇待业人员12．29万，基本

上缓解了“文革”后结累的就业问题。待业率由1979年的

7．61％逐年下降到1990年的1．88％。

一招工制度废除。内招’， 。顶替”．实行“公开招收，

择优录用”。继1980年抚江，南县，益阳等县改进招工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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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全区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普遍废止“内招”-。顶替”，：

变内部招收为公开招收，分散招收为集中招收，统包统配为择

优分配，有效地防止了招工中的不正之风，提高了企业新招职

工的素质。

——用工制度由僵化的固定工制向劳动合同制过渡。1986

年lo月起，国营企业在国家劳动工资计划指标内招用常年性工

作岗位的工人，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用人单位和被招用的人

员。根据自愿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劳动合同。到1990

年底，全区已有合同制工人5．76万，占全民企业职工总数的

19．6％。同时，区内部分企业开展优化劳动组合和劳动台同化

管理，进一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逐步革除固定工

制度的弊端。

一劳动计划管理不断加强。按照。包干管理，节余归
已，超过扣回”的原则，产格控制企业单位盲目增人和补充自

然减员。指导企业整顿劳动组织，实行定员定额，压缩计划外

用工，使劳动力计划管理工作不断步入规范化，科学化的轨

道。

——劳动争议仲裁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1986年，地，县
(市)相继成立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并设立办事机构和劳

动争议仲裁庭，配备了一定数量的专职仲裁人员。全民企业也

普遍成立了基层调解委员会。本着。以防为主，以裁为辅，以

基层调解为主，以仲裁祝构处理为辅”的原则，对区内全民合

同制工人实行劳动合同鉴证制度，有效地防止了大量争议案件

韵发生。1986～1990年，全区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鉴证劳

动台同2．67万份，受理案件97起，结案94起，结案率达97％，

较好地保障了企业和职工双方的合法权益。

～工资制度改革稳步推进。从1985年开始，全区企业相
4



继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简称“工效8挂钩)，

到1990年底止，全区已有807家全民和集体企业、17．53万职工

实行了“工效”挂钩，分别占企业总数的88．78％．91．26％。

同时，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也迅速铺开，1987年，全区406

个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已有315个采取了各具特色的内部分配形

式，工资分配中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积弊逐步得到消除，

全区已初步建立起能较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新的工资制

度。

一社会劳动保险事业方兴未艾。1983年起，劳动合同制
工人的养老保险和固定职工的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由点到面逐步

推广。1986年，地、县市相继成立社会劳动保险所，统筹管理

全区企业职工退休基金统筹及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体养老保险金

的征集、管理和使用工作，从此社会劳动保险事业进入了新的

发展阶段。至1990年，全区参加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的企业达629

家，固定职-T-lO．38万人，收取统筹金284．79万元，参加劳动

台同制工人养老保险的企业达1482家，合同制工人3．1万人，

收缴养老金929．86万元。与此同时，全区各级劳动保险部门还

充分发挥其社会劳动保障功能，通过采取减缓养老金的收缴、

调剂养老基金和增拨受益额等措施，积极为困难企业排忧解

难。既保证了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又为困难企业注入了启

动话力，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目前，社会劳动保险事

业正朝着多种用工形式的社会养老保险方向发展，退休费用

的社会统筹正逐步由县(市)统筹向全区统筹和全省统筹过

渡。

四十年来，益阳地区劳动工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了

专人瞩目的成果。“任重而遭远”，在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条

件下，劳动工作将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全区各级劳动部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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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团结一致，迎难而上，扎实工作，开拓前进，为实现国家十

年规划和“八五万计划的宏伟目标，促进益阳经济和社会的稳

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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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1 9 5 0年

6月，专署和县(市)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失业工人救济委

员会，开始对失业人员进行救济与安置。

l 9 5 1年

2月，地，县(市)相继成立劳动介绍所，对城镇失业人

员和闲散劳动力实行统一管理并介绍就业。

4月，国营达人棉织广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6月，进行第一次工资制度改革。改复杂的实物工资为统

一的“工薪分”制。

11月，召开国营和私营工厂劳保委员会议，传达贯彻全国

第一次劳动保护会议修正的‘工业安全卫生条例草案>，‘保

护女工条例草案)，‘限制工厂矿场加班加点办法)。

l 9 5 2年

9R，各县(市)相继成立劳动就业委员会。

是月，成立私营企业工作委员会，推行劳资集体合同制。

10月，对失业人员进行劳动就业总登记。月底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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