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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劳动保护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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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石油．一厂技工学校

技工学校教师在讲课

技工学校学生在实珂



抚顺市敬老院

老工人在学习 老工人在娱乐

抚顺市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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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石油一厂职工医院

抚顺石油二厂职工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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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抚顺市劳动志》现已公开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

我市劳动战线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劳动工作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服务的。它既

是经济工作，又是社会和群众工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思想政治

工作。它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生产和人民生活，关

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安定团结。

建国以来，我市劳动工作战线广大干部，认真贯彻执行党和

国家关于劳动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逐步建立起新型的社会

主义劳动工资制度，在劳动就业、工资福利、技工培训、安全生

产等各项工作中认真贯彻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职工生活水

平的提高。

写志书的目的，既要为经济服务，又要起到存史、资治、教

育的作用。抚顺市劳动局的同志根据中央、省、市关于修志工作

的指示精神，边学习、边研究、边探索、边工作，经过两年多的

辛勤劳动，写出了这部《劳动志》，比较客观、真实地把我市从

清朝末年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

的劳动工作变化扣发展情况做了记述。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只

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为做好劳动工作提供了广阔天地；只有

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劳动工作焕发勃勃生机。

我热切希望这部《劳动志》能为各条战线、特别是劳动战线

的广大干部起到了解过去、掌握现状、展望未来的作用，为改革

劳动工资、保险制度，改进劳动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以

无愧于先人，贻惠于后代。

当前，摆在劳动部门面前的改革任务是十分艰巨、十分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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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十分光荣的。希望全市劳动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自觉适应经

济体制改革发展的需要，以劳动制度、工资制度和保险制度三大

改革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把劳动工作改革推向前进，为促进社会

安定团结、振兴抚顺、繁荣辽宁、服务全国做出贡献。

砀
198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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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着重记述了抚

顺市劳动工作的发展历程，具有真实性和系统性，力争反映时代

特色、地方特色和本专业特色。

二、本志以类系事，横排纵写，采用编年体、纪事本末或两

者相结合的记述方法。篇目分章、节、目、子目四层结构。述、

记、志、表、图等诸体并用，以志为主。

三、本志所记述的抚顺解放前部分是以抚顺煤矿的劳动史实

为主要内容。

四、本志书用白话文。统计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五、本志资料主要属历史档案馆藏，重要数据，以抚顺市统

计局资料为准。解放前历史资料，有的出处不一，互相印证。

六、本志书统一用公元纪年，必要时在括号内注明朝代年

号。

七、本书断限：上限为1901年，下限为1985年。个别章

节，因工作的连续性亦有超过下限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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