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i’

逝

筠j一淫区行署人客．蜃缛

露懋0叫J¨"¨．j㈡『_√豫㈡㈡汉㈡H川¨



士
，Q^

荆州地区行政公署人事局编印

一九九四年十月

方酗、7斗



Zk
2=

主任郭景云

副主任‘张家友

委员 陈业高艾照安 简尚华王平安

裴大森林光文余红星浦士培

魏光荣胡定发刘元新邱建超

杨光美刘德茂程占标戴家庆

郑华屏黄元善杨明学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无不与人才的鼎盛、人

事的兴旺有着直接关系。旧中国，荆州人事几经沧桑，几

起几落。解放后，受到党和政府重视的人事工作有了发

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事部门的组

织机构得到进一步健全，服务领域更加扩展，工作方式有

所创新。我区各级人事部门始终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努力开拓，不断进取，机构、人事制度、工资制度“三

项”改革不断深化，人才市场日趋活跃，科技人员管理更

为完善，职称评聘更加规范，社会保险得以发展，工资福

利得到改善，军转安置、大中专毕业生分配、自身建设等

项工作得到加强；各县市人事工作各具特色，竞相发展。

掩卷沉思，不由得悟出，人事工作只有在党的基本路线指

引下，紧扣时代的脉搏，才会有起色，+才会有发展。

． 《荆州人事简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纪事

的体例，简明的叙述，厚今薄古的手法，较为系统地反映

了人事工作的历史面貌。编者在较短的时间内，竭尽全

力，几易其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让我们在总结历史、回顾



过去的同时，从中受到启迪，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

体制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建设一支“四化一的干

伍再作新的贡献。
。

’

． 枋余歇．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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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全境解放。 ．．

1949年7月设荆州专区，专员公署驻江陵县荆州城，辖江陵、

潜江、京山、钟祥、荆门、天门、公安、松滋等8县。

1951年6月底，撤销沔阳专区(1949年5月下旬成立)，将

其所辖的沔阳、监利、石首等3县，划属荆州专区。同时，由沔

阳、监利、嘉鱼、汉阳等县各划出一部分区乡新组成的洪湖县，亦

由荆州专区管辖。全区共有12县。
一

1953年4月，从公安、石首、松滋县的荆江分洪区，析置荆

江县，由荆州专区管辖。1955年4月，撤销荆江县，并入公安县．

1955年2月，沙市市划属荆州专署监督领导。全区共辖12县

l市。

1960年2月，于荆门县沙洋镇设立沙洋市，属荆州专区．1961

年12月，撤销沙洋市，恢复沙洋镇，复归荆门县．

1968年3月，荆州专区改称荆州地区，辖12县l市。

1979年6月，沙市市复为省辖市。

1979年lZ月，析荆门县城关地区设荆门市，归荆州地区管

辖。 ．

． 一

。1983年8月，荆门市扩展全荆门县，划属省辖市。从此，荆

州地区共辖儿县。

1986年5月，石首县改名为石首市；沔阳县改名为仙桃市。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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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 记

(1949年7月——1994年9月)

1949年 一
-

7月 荆州城懈放．荆州专员公署发出布告，宣告正式成立并

宣布专员、副专员到职视事．当时的人事工作，由专署民政科负责。

1950年

1月 从本月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由原来的供给制

改为包干制，每人每月发给115斤大米(少数接收过来的工矿企业

仍沿用以前遗留下来的工资制度)．

1月 地委作出《关予培养训练干部计划的决定，，要求各县

抓紧培养训练干部，为即将开展的土改运动作好准备．

9月25日至10月2日 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

京举行．石首县新厂农民刘大银被评为全国水利战线劳动模范，作

为中南五省12个农业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会议，受到毛泽东、刘

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获得金质纪念章一枚。

‘

1951年

4月27日 专署召开全区劳模会，到会劳模代表225人．

“

1952年

3月 按照国家有关部署，为建立新的职工工资等级制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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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工资分”为工资计算单位。

3月25日 沔阳县模范干部黄天佑赴京，参加中国农民代表

赴苏参观团，于4月17 El启程到苏联参观，回国后，先后到松滋等

县作访苏报告。

10月 荆州专员公署始设人事科，科长缺，冯绍华任副科长．

10月 专区干部福利委员会发出<关于干部福利工作的几点

意见》，对家属救济、干部个人补助作了具体规定。

11月lO日 地委作出《关于加强培养提高调整干部的决

定》，要求在专、县机关抽调一部分知识分子干部下农村锻炼培养，

同时，抽调一部分优秀工农干部到财经部门工作．

‘

l 95 3年

6月 专署发出通知，实行薪金制的工作人员的家属享受政

治优待．不再享受物资优待。

9月 地委：专署联合转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国家工

作人员实行休假制度)。 ．

10月 冯绍华调离，邢子春任专署人事科科长。
。

本年’专署人事统计工作正式开始，此前无定期报表制度。

1954年

lO月 邢子春调离专署人事科：

1955年

1月 刘道三任专署人事科科长，同年11月调离，刘琦任专

署人事科科长。’

4月 公(安)、荆(江)两县合并为公安县，两县人事科同时合

并．

7月 从本月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包干制改为工资制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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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同时将。工资分”改为货币工资制．

8月 强调培养妇女干部，克服歧视妇女干部观念，开始提录

妇女干部。 ‘

11月15日 地委发出‘关于发展干部文化教育事业的计划

(草案)'，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县、区级文化程度不到高小毕

业者，达到高小毕业水平，高小以上不到初中毕业文化程度者，要

达到初中毕业水平；1957年前在全区乡主要干部中扫除文盲。，

本年专、县两级从学生、店员和其他人员中吸收干部2112

名。地委、专署发出通报，批评纠正部分县和部门不经人事部门自

行招录的作法．

， 1956年
●

1月23日 地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

指示(草案)”的指示》，强调学习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

告)，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在可能条件下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

和生活条件．3月8日．地委就这一问题写了专题报告，向省委汇

报贯彻执行情况，并制订了继续抓好这一工作的七条措施。

7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关于工资改革若

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工资改革方案实施程序的通知)，并决定从

四月一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的工资标准和补发工资。国家工

作人员职务等级工资制由此开始。荆州专区1300多个单位、60118

人参加了这次工改．

1957年

1月28日 地委、专署研究决定；天门小庙乡总支书记、荆门

县、洪湖县县长等八人代表荆州地区出席2月18日至29日在北

京举行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7月 刘琦调离专署人事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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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专署人事科撤销，人事工作由专署办公室办理．

10月 降低10级以上领导干部工资． ．

本年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全区

改革了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资制度i
． √

、

。． l 958年
L～

’ -

1月 石首县人民大垸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鲁家才参加访朝

代表团。 、
，

．8月 恢复专署人事科，谷东锁任科长．

12月25日 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在北京召

开．监利县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潜江县被评为除害灭病工作

先进单位，本区还有一些区、乡、社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国务院对

这些单位颁发了奖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接见了全体代表．

、

l 959年
j

。 f

3月 降低17级以上领导干部工资标准和国家机关l一3级

工程技术人员工资标准。

12月 谷东锁调离专署人事科。

本年国家统一安排一次职工升级．重点是工业、基本建设、

交通运输、邮电和公用事业单位的工人，升级面为30％，职工升级’

面为lo％，农林水及饮食服务为5％，其他部门职工原则上不升

级．全区升级职工8，086人，增工资额120，138．57元。

。

1960年
。

‘

1月 专署人事科与专署民政局合并。

4月24日至30日 地委召开首次生活福利代表会，全区有

900多位代表参加，会议要求“坚持办好食堂，全面安排生活，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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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夺取丰收，为实现1960年大跃进而斗争”．大会树立了57个

红旗单位和个人．
‘

-

6月 复将人事工作交专署办公室内设的人事科办理．

7月30日 地委发出，关于当前六项重大问题，的通知，强调

关心群众生活，办好农村公共食堂，保证按月发工资，进一步纠正

。共产风”等问题。
‘

、

19 61年

10月 专署重新设人事科．王淑兰任副科长．

19 62年

3月23日 地委组成精简领导小组．传达省委指示精神，召

开工作会议分配精简任务，至年底，全区共精简干部、职工12万多

人，减少城镇人口11．7万多人，专属单位精简705人．

本年专署人事科转发京山、潜江两县人事科报告，纠正各部

门私招乱雇的偏向。

本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开始，农办主任王建国兼管知

识青年工作．
’ ’

19 63年
’

-

10月 专署监察处合并到人事科i行政部门干部的行政处分

和非党干部的惩戒工作，交由人事部门办理。刘道三任人事科科

长．

本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按职工总数的40％升级，调整部

分地区的工资类别和过低的工资标准．全区调整工资职工总数

149。168人，升级对象111．838人，实升57。917人，占升级面的

51．7％，月增工资340989元，每人每月平均增加工资5．88元，调

整工资类区101．079入，月增工资额154300元，提高过低工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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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123人，月增工资额600元．：

本年在充实薄弱环节和基层，重点支持农业生产的指导思

想下，专、县人事部门全年共调配干部3955人。

本年按照国务院发布的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免条例》及

地、县委组织部委托代管部分干部的管理权限，全区办理任免干部

3524人． 、

本年统配496名大学生，安排194人到农村生产队参加为

期一年的劳动实习。其中20人安排在江陵县龙洲公社沿江大队，

地区试点174人，这是全国首批大学毕业生进行劳动实习。

19 64年

3月 改人事科为局，成立荆州专署人事局．
●

19 65年

3月 召开全区城市下乡青年代表会。参加会议的有1962年

以来的下乡人员代表150多人。

4月 刘道三调离专署人事局，邓键任局长。”

4月1日 根据中央{：关于提高城镇粮食统销价格的决定》和

省的安排，全区粮食提价从4月1日起执行，同时，在全区实行职

工生活补贴。

4月15日一专署发出‘关于布置1965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

青年和闲散劳动力的通知》，分配到县的安置任务为15000人。

5月26日 根据省人民委员会的安排，我区在五月份动员了

沔阳、松滋县400多名支边青壮年家属到新疆落户． ·r

“
：

‘

l 96 6年
，

。

●

’

11月 由专署副专员李富五主持，在潜江县广华寺召开了第

一次全区七百多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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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事局受到。冲击”，人事工作陷于瘫

， 痪．

1967年

8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关于

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各单位一律不准自行

招人，不准晋级加薪，不准乱发奖金、福利费和附加工资．除国家特

许的以外，各单位的工资总额一律不准超出当年八月的实际水平．

、 19 68年

1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

机倒把活动的通知》中指示，对工资、福利、奖金、附加工资、补贴等

制度的改革，应在运动后期统一处理．
’

3月27日 荆州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人事工作由革委会政

工组所设干部科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由革委会政工组民

工科负责。 ’

8月 邓键调离专署人事局。

12月26日 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下传

后，全区各地很快掀起了城镇居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26
． 日，荆州城10000多人举行集会，欢迎首批400多名知识青年到农

村去。

1969年
二

3至4月、全区一些县的大批公办学校教师返回本乡本土，

。接受贫下中农选用”，使许多教师回乡得不到安排，同时，各地区

从贫下中农中选用一批人任专职和兼职教师，从而“改变了教师队

伍的成分”．
’

’

lo月 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李海忠主持，在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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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召开了第二次全区700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大会．

儿月 按照毛泽东“五七指示”开办地区。五七”干校，在这前

后全区各县、市把原党政群机关的绝大部分干部送到干校劳动学

习，同时又大量吸收工人、农民走上干部岗位，未正式办理吸收录

用干部手续，形成“以工代干”．

‘

l 970年
‘

●

、

。 -

●

7月 上山下乡工作由革命委员会文教科负责． 一

’

1971年 ，

。‘

本年贯彻国务院规定，对低工资职工的工资进行调整，全区

职工315727人，实调57928人，人平月增由n-r"资6．85元。同时，根

据国务院《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精神，对在常年性

的生产，工作岗位上的临时工开始办理改为固定工手续。全民所有

制事业单位工调结束后，随即对全区区以上城镇集体所有制的职

工进行调资．并对一些过低的工资标准进行了统一合并。
●

19"／2年

6’月11日 地委召开全区政治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县

(市)委副书记、政工组负责人，以及。斗、批、改”组织、干部、宣传、

专案等方面的同志和地直有关单位负责人243人，会上传达省政

工会议精神，重点解决了四个问题：1、统二对政治工作形势的认

识i2、揭批林彪反党集团；3、落实干部政策，4、加强基层组织的思

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

‘

1973年

， 11月 荆州地区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

建立． ．‘



11月 李国章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主任．．

· 1975年“
’

9月 在江陵县荆州镇召开的第三次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先进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1024人，全上表彰了59个先进集

体和98名先进个人． ，

， 本月 军队干部转业制度恢复，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加强了对

安置工作的领导，把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作为。双拥”工作的重

点内容，纳入议事日程．
。

．

， 1976年 ’

1月 地委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19

人，地委副书记赵富林任组长．

1977年

9月28日+根据国务院从今年11月起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

决定，地委成立了调整工资领导小组，这次调资春节前结束，将工

资补发到人。

1978年
’ 、

、i月25日 地区革命委员会宣布撤销，设立地区行政公署，

人事工作仍由荆州地委组织部承担。 ．

． 1979年

3月 恢复荆州地区行政公署人事局，谷东锁兼任局长·

下半年 全区着手做1974年以前下乡的老知青回收安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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