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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东县新春商场建成干1984-4c 8月，营业面积一千

平5-米，内设11个柜组，共经营5000个品种商品，另设两个

服务部。



2，1983年，国家劳动人事‘h国末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总工会、共苛团中央、奎国妇联评定

耕茶镇劳动服务站为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先进单位。



3、县劳动服务套司认真抓好待业青年就业前的专业技

术培训工作。1981年至1986年，举办各类专业培训班94期，

为社会输送人才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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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86年4月，如东县第一次开放劳务市扬，套开招

生招工，甩工单位，直接与就业者见面，洽谈招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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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如东县劳动局以较短的时间编写出《如东县劳动志》。这是

一件好事，可喜可贺l

我们要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耕度，要使社会主义

创造出高于资本主叉的劳动生产率，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建立一套

完善的社会主叉劳动制度，，不断提高全社会劳动者的素质。鉴于

劳动部门的工作是涉及到全社会每个劳动者的工作，这就必须把

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改革和完善劳动制度、大力提高全体劳动者的

素质上来。因此，也就完全有必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兴利革

弊，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如东县劳动志》的铸

成，．必将有助于各级领导、各行各业以及专业工作者充分地掌握

国家在各个时期制订的劳动计划，方针、政策、法规、制度等在

本县实施的全面情况，吸取经验教训，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从

而更好地制订规划，指导和开展工作。

新编《如东县志》已经于1983年和1985年分别出版了初版

本和修订本。因为县志具有综合性，篇幅有一定的限度，不可

能按部门立志来全面，系统地记述该部门的各项具体工作。

所以，编写独立的专业志已成为各部门、各单位所必需。在我

县，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几乎各行各业都在认真开展编

史修志的新局面·可以预见，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问，我县一部

I



部专业志，专门吏以及乡志、镇志、场志等，将会象《如东县劳

动志》一样铸出新篇，以作为社会主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

而经世致用。

2

如fj-,县县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徐守盛

1986年11月4日



凡 例

一、本志为独立的专业性部门志，通过比较全面、系统地记

述本县劳动工作的历史与现状，旨在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科学

研究部门以及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提供便于查考的、实用的系统

资料，以便更好地为改革服务，为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记事从1 9 4 0年冬建立如皋(东)县开始，适当

追溯建县以前的历史。因建国以前资料奇缺，故以记述建国以后

各项事类为主。下限一般至l 9 8 5年，少数事项迄于l 9 8 6

年成志之日。

三、本志力求在“专”的前提下求“全”，蔽首列《总叙》

和《大事记》，以便使读者首先从总体上了解本县劳动工作的发

展脉络。接着从本县劳动工作的实际出发，分机构设置、人口与

劳力资源、干部与职工队伍、劳动管理、劳动就业、工资与奖

金、劳保福利、附录等八章，章以下分节立日，据事直书，以求

比较详尽地记述各类事物的始末。

四、本志体裁有记、志、图、表、录等，以志为主，各有所

用。大事记以时系事，为“志中之史’’，志在于记述各类专题，

统计表一般随文穿插，以利对比，以附录殿后，主要在于辑存重

要文献资料。’

l



概 述

如东县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地处黄海之滨。西部与如皋县为

邻，西北部与海安县和东台县接壤，南部与南通县毗连。全县东

西长约62公里，南北宽约30公里，总面积1872平方公里。其中陆

地面积1702平方公里，内河水面面积170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

1439339市亩。1985年，全县辖8个农业区，1个海洋渔业党委，

8个县属镇，44个农业乡和4个渔业乡，788个行政村。总户数

为318225户，总人口为1090218人。其中男性占50．76％，女性占

49．24％，农业人口占85．26％，非农业人口占14．74％。全县劳动

力总数达70万人之多。

如东为原如皋县东乡。1940年10月黄桥决战后，新四军苏北

指挥部命第三纵队挺进江海平原，遂将原如皋县分设如西县和如

皋(东)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如西县复名如皋县，如皋

(东)县易名如东县。

如东县是以粮、棉生产为主的农业县。棉花种植面积居全省

之首，总产占全省十分之一左右。水产、生猪、蚕茧和山羊皮年

收购量，在全省也占有重要地位。1985年，农业总产值为50498

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1．9％，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为415元，

建国以后，工业逐步发展．至1985年，全县已有工业企业861个。

初步形成了以纺织，食品、化工，机械、建材、电子为支柱的产



业结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23616万元，净值17287万元，年

产值达70006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8．1％，全年实现税金利

润6396万元。1985年，全县商业机构为15066个，计28317人。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达40364万元，全县每人平均零售357元。1985年，

全县拥有各种机动车4511辆，机动船舶1567艘。全年完成客运量

350万人，旅客周转量达l亿人次，货运周转量为20653吨公里。

1949年至1985年，全县用于全民和县属集体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为23943万元，其中住宅投资为3111万元。

建国以后，如东县的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迅速。1985年，全县

有中小学校880所，其中高中23所，初中157所，小学460所，幼儿

园240所，在校学生达130682人。全县有艺术表演团体6个(其

中农村业余剧团5个)，电影放映单位77个。各级医疗卫生单位

55个，门诊部、所60个，医务人员达3221人，拥有病床2244张。

1985年，全县自然科学方面的高、中级科技人员达2542人。

建国以来，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发展，如东

县劳动部门在贯彻执行国家的劳动计划、方针、政策、法规、制

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第一，统筹安排和合理使用劳动力。尤其在1980年以后，注

意广开就业门路，并认真搞好劳动就业前的职业培训工作。1985

年，全县全民所有制单位全部职工人数达35500人，比1949年增

加T13．3倍，比1976年增加近l倍I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全部职

工人数达50226人}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达497人。劳动力的素质

不断地在提高。

第二，逐步整顿和完善劳动组织，搞好定员定额，使劳动生

产率逐步提高。但是各行业及企业之间还不平衡。1985年，全县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达14173元厂人，其中化工

罢



务业达37953元／人，而建筑材料行业只有3431元／人。集体所有制

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达8072元／人，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达20526元／人，而橡胶制品业只有2021元／人。

第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职工工资；增加了劳

保福利费用，改善了职工生活。198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全部职

工工资总额达2990万元，全民职工平均工资为878元，全年劳保

福利费用(含职工离退休费、困难补助费等)总额达853万元。

第四，加强了安全监察工作，防止重大事故的发生，确保安

全生产。特别在1980年以后，县各主管部门和企业单位都建立了

安全生产负责制，各工种实行安全操作规程，安全生产日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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