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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I 盘水市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六

盘水的历史和现状。

二、原则上以1988年市属行政区划为记述空间。追溯史实，不避讳曾经管理过的市

境外企业。市境内中央直属企业、省属企业及其他非市属单位的情况，亦予记述。内容上

限不作统一规定，一般始于各项事业发端，下限断至脱稿时。 一

三、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人物志》、《附录》和各专业志所组成。各专业志定名为

《六盘水市志·×X志》。专业志按章节体编排，不设《人物传》，原则上不设《序言》。‘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 ．

五、遵循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重点记载1965年六盘水开发建设以来的历史。

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不设专章记述，内容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业志。

六、根据需要，《附录》可置于相应章、节之末。

七、本志资料源于图书报刊、文书档案及调查采访等。文内一般不注出处。采用数据

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主管部门的为准。

八、除引文外，一律用规范化语体文行文。简化汉字、标点符号、计量单位的使用及数

字用法，遵循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1949年12月以前的各类钱币，按流通时的币制、币

值记写；1949年12月至1954年的币值，按1955年后的人民币币值换算记写。

九、纪年表述。夏历用汉字，如正月初五，丙寅年十月十五日。清代以前历史纪年亦

然，同时括注公元纪年，如雍正九年六月十二日(1731年7月15日)。中华民国纪年用

阿拉伯数字，如民国38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使用阿拉伯

数字。 。

十、专项事物名称用当时称谓，今已改变地名的，括注今名。

十一、在遵循《总凡例》的前提下，各专业志可根据自身特点设《编辑说明》。

¨

总N∥
志、



一、本志上限1950年，下限2000年，个别条目有所上溯和下延。

二、本志除记述六盘水市的全面资料外，还记入各特区(县、区)和省属以上企业的部

分资料；对六盘水市(地区、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曾领导和管理过境内统配煤矿有较多的

记载；此外，对“三线”建设时期的资料搜集较广。

三、本志采用述、志、图、表、录体裁，有的节、目以条目记之。

四、统计数字以市统计局资料为主，劳动就业、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资改革与调

整、劳动安全、劳动保险与劳动保障等资料，以劳动和社会保障系统和市档案馆资料为主，

并采用一些经核实的有关部门和知情人提供的资料。

五、部分章节的内容有交叉，但从其章节的特点出发，各有侧重和取舍。

六、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具有综合管理的职能，政策性强，法规性文献多，且具有存史

价值和实用价值，本志在章节之末和《附录》收录的文件、资料较多。

七、本志使用了一些简称，如“三县”指郎岱、盘县、水城，“水钢”指水城钢铁厂(公司)，

“统配煤矿”指六枝、盘江、水城三个矿务局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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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了满足建设事业所需的劳动力，从1953年起，将职工人数纳

入国民经济计划，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按照增人指标，进行统一招收与调配。1978年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劳动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宏观控制，用

人单位根据生产建设需要，自主确定用人计划，劳动部门实行监督管理。

50年来，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职工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1950年末，三县职工人

数1508人，到2000年末，全市职工人数173297人，比1950年增长了113．9倍，保证了经

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从整体看，总的情况是好的。但有几个时期则存在

职工人数增加过多、过猛，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问题。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三县进行经济建设，较多的增加职工是必要

的。1957年末三县职工达到11157人。比1952年末的3264人增加7893人。平均每年

增加1578人，基本上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劳动力管理失去控制，除从城镇招工外，还招收了大量农村

劳动力进城，给城市生活带来困难。年末三县职工达到53102人，一年内净增41945人，

增加了2．7倍(贵州省为2．4倍)。1959～1962年的4年内，三县停止从社会上招工，并

开始大量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到1962年末三县职工减至19448人，4年共精减职

工33654人。

1964年，中共中央提出建设大三线的战略方针后，以六盘水为中心的煤炭基地建设

拉开了序幕，是年从全国各老矿区抽调地质、设计、施工队伍参加六盘水矿区建设，年末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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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增至21537人。1965年，六盘水工矿区的煤炭、冶金、电力、建材、机械等工业部门陆续

从全国各厂矿调入职工队伍，并招收新职工，年末职工达52253人，与1964年相比增加

30716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六盘水矿区的生产建设虽有冲击、干扰，但建

设事业仍有发展，调入队伍和招收新工人仍未停止，至1972年末，职工人数达159216人，

与1964年相比增加137669人，增加了5．4倍。1973～1976年，因新建的厂矿陆续投产，

施工队伍便陆续调出，至1976年末，六盘水地区职工人数为128999人，减少30217人。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从1977～1994年的18年里，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职

工人数逐步增加，1977年末职工人数为136344人，1994年末为218060人(最高年份)，增

加了81716人，平均每年增加4807人。为深化改革，企业职工进行下岗、转岗和退养、退

休，从1995年始至2000年末，职工人数逐年减少，2000年末为173297人，6年减少

44763人，平均每年净减7460人。

回顾50年来职工队伍“三上三下”的变化历史，其主要原因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

势而作出的果断决策。企业的用工制度亦不断地进行改革探索，且在继续深入。

(一)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它是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对劳动者实行“统包统配”

管理的产物。有的行业使用了一些临时工、季节工，但比重不大。1956年“三大改造”完

成之后，由于全民所有制单位占绝对优势，原来的多种就业渠道变成了单一渠道，城镇新

增加劳动力基本上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当固定工，国营企业的固定工处于绝对地位。

(二)推行“两种劳动制度”的尝试。1964年，根据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的推行“两种

劳动制度”的意见，六盘水在部分厂矿企业进行用工制度改革试点，对新招收工人，采取季

节工、临时工、合同工、亦工亦农轮换工等多种用工形式，签订合同，到期辞退。在企业内

部实行新人新制度、老人老制度的管理办法，即老职工仍是固定工，新招的工人是临时工、

合同工、轮换工。“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种新的用工制度被批判，全面否定，后来又把

他们转为固定工人，固定工制度进一步强化。

(三)进行用工制度改革，推行劳动合同制。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

制改革的深入开展，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的暴露出来，改革势在必

行。80年代开始，对企业实行单一的固定工制度进行改革，实行临时工、合同工、固定工

等多种用工形式，逐步使人员能进能出，并积极推行劳动合同制，改招收固定工为合同制

工人。1986年，国务院作出“改革劳动制度的四项规定”后，实行劳动合同制的工作即在

全市全面推开。在新工人实行劳动合同制的同时，在老职工中亦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并

通过劳动组合、择优上岗、合同化管理等形式，把竞争机制引进职工内部，起到鼓励先进、

鞭策后进，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六盘水境内厂矿企业处于发展时期，境内城镇待业

青年比较容易安置就业，特别是60年代中期，由于三线建设的需要，还去外省、外地区招

一2一

；4，xi《Vi
{

§#＆g■-{l《l《{{￡：0{



概 述

收新工人到六盘水工矿区工作。但到70年代后期，厂矿企业人员处于饱和状态，待业青

年难以安置，如1978年全市有待业人员10796人，是年安置就业2765人，占待业人员的

25．6％。80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为解决城镇待业青年就业问题，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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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合”就业方针后，拓宽了就业门路，较多地安置了城镇待业青年就业。1978--1986年9年

问，城镇待业人员共86156人，共安置66859人，占待业人员总数的77．6％。1987--2000

年，各级劳动部门对城镇失业人员逐年均作了一些安置，安置多的年份达50％以上，安置

少的年份在20％以上，失业人员就业问题仍很突出。

1974～1978年，六盘水地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共8657人，至1983年，通过招

工、招生、征兵等渠道，全部安置完毕。 ，。

1950～2000年，六盘水境内复员退伍军人共49401人，在城镇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安

置14761人，占复退军人总数的29．8％，原为农业户口的回农村安置。

1987年，六盘水市劳务输出工作才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是年农村富余劳

动力约20万人，输出7632人。“九五”期间，共输出农村富余劳动力24．76万人(次)，输

出人数是“八五”期间的3．4倍。 ．

’乡镇企业亦是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历年均有安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乡镇企业有了更大的发展。1980年，全市有乡镇企业788个，

从业人员17618人。1990年，全市乡镇企业发展到30187个，从业人员97075人。2000

年，全市乡镇企业发展到63744个，从业人员24．51万人，完成乡镇企业总产值76．45亿

元，缴纳税金1．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自乡镇企业部分475元，比1999年每人增加

15元。 ·

民工建勤属义务工性质，动员民工参加本地或异地修建公路、铁路、义修水利等。贵

州省政府于1987年曾规定农村每个劳动力每年必须投入水利建设15--20个义务工日，

各特区(县、区)均按此规定执行。

1997年10月，市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各特区(县、区)亦陆续成立此机构，该中心成

为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转岗转业培训、职业介绍、生产自救四位一体的经济实体。

职业技术培训。50年来，通过学徒培训、技工学校、就业训练中心以及短期训练等多

种形式，为生产建设各部门培养技术工人和从业人员，完成不同的培训任务做出了成绩，

积累了经验。在厂矿企业，主要是采取以师带徒的形式，帮助新工人学习提高技术，少数

企业还开办一些短期培训班或工人技术学校。

技工学校，作为有计划地培养后备技术工人的阵地，六盘水从1966年开始建立第一

所技工学校——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煤田地质勘探公司技工学校，到1980年发展到8

所，1982年水城发电厂技工学校停办，1985年煤田地勘公司技工学校停办，1986年贵州

煤炭基本建设局技工学校停办，至1999年技工学校仍有5所，即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技工学校、六枝矿务局技工学校(破产后已改名)、盘江煤电(集团)公司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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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矿务局技工学校、六盘水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这些学校均属部、省属企业办校，有

专职教师315人，可开设100多个专业(工种)的培训。此5所学校自建校以来共招生

24913人，毕业23231人，为生产建设输送了合格的技术人才。

就业前培训，主要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待业青

年就业素质，从1983年开始，对城镇待业青年进行就业前培训工作。通过各级各类劳动

服务公司采取就业培训中心及其他各种形式和办法，将待业青年组织起来，实行专业技术

培训，使待业青年获得一技之长后再介绍就业或组织起来创办集体企业与自谋职业，收到

很好效果。

在职工人培训，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学徒培训，二是在职工人培训。学

徒培训也称生产中培训，是在生产现场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来传授技艺和培训新技术

工人的一种传统的方式，目前技术工人中有50％以上是通过这种方式培训的。在职工人

培训，把它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泛开展起来

的。根据198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由劳动

部门负责综合研究和指导工人技术培训和徒工培训工作，并与职工教育管理部门对在职

工人的技术培训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对“文化大革命”以来进厂的青年工人进行文化、

技术补课。在完成青年工人文化技术补课的基础上，开展了对中、高级工的技术培训和岗

位培训。

经省劳动厅批准，认定本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1个(设市劳动局)，职业技能鉴定

所(站)11个，有208名经省劳动厅认定的考评员，可进行150余个工种的初级工、中级

工、高级工的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另外，在条件较好的技工学校、职业技术学校以及社会

力量办学实体评估认定了13家为劳动预备制定点培训机构。

1966年，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将盘县矿区指挥部施工队伍，改编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四十一支队(师级)。该支队辖7个大队(团级)，即4个矿

建大队、3个土建大队，10个独立中队(营级)。全支队共辖55个中队，计11366人。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劳动、工资、社会保障

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劳动争议仲裁和劳动监察与执法工作，必须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将仲裁案件和违法违纪案件减少到最低限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六盘水职工的工资有了很大的提高，职工生活也得到了相应的改

善。根据市统计局的资料，1950年到2000年的51年间，全市职工的年工资总额，从1950

年24万元增加到2000年127636万元，增长了5317．1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1950

年的159元，到2000年增为5730元，增长了35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物价比较稳定，职工升级次数少，升级面小，奖金、津贴亦很少，因此职工的工资增幅不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工资制度进行改革，推行浮动工资、工效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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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奖励工资、职工定期、不定期升级，还增发各种补贴、津贴等，因此职工年平均工资增幅

较大、较快。当然，增加工资有时还考虑了物价调整的因素。随着职工工资水平的提高，

就业面的扩大，家庭负担人口的减少，职工的家庭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六盘水职工的工资制度，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进行4次大的改革，从改革国民党政

府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开始，逐步建立了统一的工资等级和工资标准。第一次

工资改革是在1952年，主要是改革旧的工资制度，在工人中推行八级工资制，在职员中推

行职务工资制，改供给制为包干制、工资制，初步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工资制度。第

二次工资制度改革是在1956年，主要是在国营企业中，全面建立统一的工资等级制度，实

行统一的工资标准，对公私合营企业也实行或参照实行国营企业的工资制度。第三次工

资改革是在1965年，主要是针对当时进行“三线”建设，从全国各地调入大量职工参加六

盘水矿区建设，新调入职工的工资、奖励、津贴和福利待遇极不统一，在同一地区或在同一

企业内部，标准各异，职工反映强烈，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经国家劳动部批准，对六盘水煤

炭企业职工进行工资制度改革，实行新拟的统一的工资标准(又称“一条龙”工资标准)。

第四次工资制度改革是在1985年，由于50年代制定的工资制度延续了30多年，随着经

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原有的工资制度越来越显得不相适应。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对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将现行的等级工资制改为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由基础工资、职务

工资、工龄工资、奖励工资四部分组成；对企业实行新拟统一工资标准。六盘水市还结合

实行新拟统一工资标准的同时，根据省的文件，还进行了调整地(市)县(特区)企业偏低工

资标准和提高工资区类别的工作。

为了克服企业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弊端，增强企业活力，充分调动企业

和职工的积极性，六盘水从1984年开始对企业的工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试点。改革的内

容主要是：对企业工资由集中管理改为分级管理，把企业的工资总额由原来的“实报实销”

改为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由上级核定企业的工资总额和税利基数，规定浮动比例(按

省规定，一般是税利增长1％，工资总额增长0．3％～O．7％)，企业工资总额随税利的增减

而上下浮动，实行增人不增工资，减人不减工资，由企业自主分配，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

主要依靠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国家不再统一安排企业的工资调整。是年省确定在六盘

水统配煤矿进行试点。根据煤炭行业的特点，试行按吨煤工资含量与吨煤工资包干单价

提取企业工资总额的办法。企业工资总额随产量上下浮动。1987年，市劳动局组织有关

人员探索改革企业的工资分配制度。1988年，对本市地方企业条件较成熟的32户企业

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对全市尚未挂钩的108户企业实行了工资总额包干。以

后在全市企业普遍推行“工效挂钩”办法。全市地方工效挂钩企业职工人数从1996年的

11826人增加到2000年的12799人，年人均工资从1996年的4490元增加到2000年的

6890元，增长了53．5％，年均增长10．7％。对实行工资总额包干的企业，即对企业工资

总额属于国家指令性计划的部分包干使用，不能突破；对奖金、津贴等部分实行指导性计

划，由企业从经济效益提取奖励基金中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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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发展

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原则。

50年代初，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发动群众，以开展安全卫生大检查，改善劳动条件

为主。1954年，贯彻中央“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各级政府将劳动保护经

费列入财政预算计划，企业新招工人按国家规定进行培训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1956

年，全面贯彻执行国务院发布的CI：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技术规程》、Cr人职

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规程》等。在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和挖潜、革

新、改造项目时，必须执行“三同时”制度。1966～1970年，劳动保护受“文化大革命”极

“左”思潮的冲击，各级安全机构被打乱，企业安全管理职能被削弱，伤亡事故不断发生。

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1970)71号文《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及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批

转省劳动工资局《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报告》，均强调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对事故

的直接责任者要作严肃处理。1978年，中共中央发出(1978)67号《关于认真做好劳动保

护工作的通知》，六盘水各级政府和企业均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制定相应的劳动保护方面的

规章制度及实施方案，从此，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得到进一步的落实，人身伤亡事故得到有

效的控制。

搞好工业卫生，加强文明建设，是贯彻执行劳动保护方针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60

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是六盘水进入大规模开发建设时期，防尘防毒是减少职业病发生

的重要途径。在工业卫生方面主要开展以下工作：其一，开展职业病普查，50年代至90

年代中期，市及特区(县、区)卫生部门，大中型企业均开展多次职业病普查活动，并实行厂

矿工业卫生建档，作业人员进行健康建卡(即“双卡”)；其二，职业病防治，主要措施是采用

先进技术，如矿山防尘，由过去千式作业改为湿式作业；其次是对工业炉窑进行改造，减少

工业废气有毒有害物质和工业粉尘的污染；其三，对职业病患者休养治疗。

对于女职工保护，除贯彻执行国家《女工保护条例》之外，重点开展妇科职业病检查，

加强和改善女工保健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举办托儿所、幼儿园，解决职工子女入托问题。

劳动防护用品和保健食品的管理，均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盘水市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尤以煤、铅、锌为盛。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六盘水的矿产企业特别是

乡镇矿山发展十分迅速，但是随之而来存在不少问题，出现了个体和乡镇小煤窑盲目上马

的失控现象。这些乡镇集体和个体煤矿，经过有关部门审批有开采证、安全证的为数不

多，事故频发，伤亡严重。根据有关资料表明，1979年至2000年的22年间，全市乡镇煤

矿各类死亡人数为2875人，百万吨死亡率在12．1--78．5之间，均大于统配煤矿。

为了搞好矿山安全生产，将伤亡事故减少到最低限度，六盘水市各级政府、各有关部

门，除采取各种不同方式的法制宣传活动和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之外(重点是“一长三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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