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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行 亦 工 亦 农 劳 动 制 度

-
一河寻k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招用一批翰换工

曹 致 刘 兴义

编者按
:

近来
,

河北
、

河南
、

云南
、

四川等省地质局的一些地质队在普查勘探

工作中
,

开始贰行亦工亦农的翰换工
、

临时工和包工的劳动制度
。

本刊这一期

发表了两篇材料
,

介招他们的作法
。

地质工作者都知道
:

在野外工作中的静多工种
,

需要有强壮的劳动力从事

繁重体力劳动
,

其中还有部分人员工作时简过长
,

容易患职业病 ; 地质队因受

自然条件的限制
,

一年只能在野外工作八九个月
,

而且在山 区农村
,

径常搬

家
,

不便携带家春
。

如何粗撒野外的队伍
,

采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既适应工

作的这些特点
,

又符合勤俭办地质事业的原则了 这是需要我们研究和摸索的

简题
。

河北省第二地质大队和豫十一队的材料虽然是一个初步介招
,

但是从中可

以看到
:

地质队实行翰换工
、

临时工和包工的亦工亦农劳动制度
,

第一
、

有利

于逐步消灭城 乡差别
,

工农差别 ; 第二
、

可以得到强壮劳动力源源不断的补

充 ;
第三

、

能够更好地防止职业病害的发生 ; 第四
、

可以减少和避免劳动力的

很费 ; 第五
、

固定工减少
,

便于稠动蒋移… …
。

总之
,

实行这种劳动制度好

处很多
,

有利于更好地贯彻执行勤俭办地质事业的方针
。

从这两份材料中
,

同时还可以看到
,

亦工亦农劳动制度
,

在地质队还刚刚

献行
,

是一项新的工作
。

同时在实行的过程中
,

有不少的简题还涉及到国家
、

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

政策性较强
。

如何正确处理
,

还缺乏视肺
。

我们希望各地

质局
、

队
,

根据各 自的具体情况
,

有箭划地献行
,

忽真研究和总桔翘阶
,

以便

更好地推行
。

河北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根据生产发

展的需要
,

于一九六四年十月
,

在河北省泳

源县 人委劳动部阴 和当地 入民公社的 帮助

下
,

从 当地的两个公社招用了一批亦工亦农

翰换工
,

补充机掘坑探工人
,

从事机掘坑探

工作
。

这批亦工亦农劳动者翰换期限定为五

年
。

在合同期简的劳动报酬和他们与公社生

产队的视济关系简题
,

第二地质大队是这样

处理的
:

一
、

关于劳动报酬简魔

从适 当考虑工农收入的合理差别和正确



贯彻按劳分配的原 lJI 出发
,

他俩蒜为
,

亦工

亦农劳动者在地质队工作期固的工查收入
,

应当稍低于同工种的固定工人
,

但略高于 当

地公社社具的收人
。

具体办法是
:

翰换工到

地质队后
,

有三到六个月的熟棘期
,

熟辣期

简的工查待遇头三个月按 当地临时工最高标

准发拾
,

后三个月按所在地区的一极工工食

标准发拾
。 `

下井另发井下津贴
。

熟糠期满后
,

一般定为二极工
。

二
、

亦工亦农劳动者在地质队工作

期简与生产队的耙济关系简题

第二地质大队与公社
、

生产队共同商定
:

翰换工在地质队工作期简
,

与生产队仍保特

握济联系
。

在熟棘期固
,

每月向生产队交栖一

定数额的费用作为生产队的付业收入
。

生产
、

队保留亦工亦农劳动者的社具身份
,

保留他

们的自留地
,

年籽按照本生产队同样的劳动

力折韶工分
,

参加生产队的集体收益分配
。

亦

工亦农劳动者到地质队后
,

头三个月每 月向

生产队交五块簇 ; 熟辣期满后
,

每月向生产

队交钠所得标准工查的百分之五十 ; 整副期

简不发拾野外津贴向生产队交初所得标准工

查的百分之三十
。

亦工亦农劳动者在工作期

固因患病或者不是由于工作原因真伤
,

而减

少 kIJ 入
,

当月工查收入低于二十元的不再向

生产队交款
,

但生产队仍折昆工分
。

亦工亦

农劳动者在地质队期简所得的各种津贴和奖

励归个人所有
。

这样做法据我们了解
,

公社

生产队和亦工亦农劳动者都咸到涌意
。

第二地质大队在招用亦工亦农翰换工过

程中是怎样进行工作的呢了

(一 ) 全队
,

特别是各极镇导重视这一工

作
,

并大力争取地方劳动部 r气的支持
。

由于

实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是一项新的比较复杂

的工作
,

还没有翘喻
,

因此队镇导十分重视

贰点工作
,

韶真进行稠查研究和总桔翘输
。

为了搞好献点
,

省局和大队都有一位鱼责同

志亲自抓这项工作
。

大队还抽刹政治干部
、

劳动工寮和探矿技术干部祖成了工作粗
,

专

r弓负煮研究和解决献点中的尚题
。

亦工亦农

劳动者招用后
,

队部及时召开了会栽对亦工

亦农的管理和教育简题作了具体的安排
。

这

个队还及时向县人委和公社党委取得联系
,

并同他俩共同研究
,

因而在招收过程中得到

了沫源县人委的大力支持
,

县静委的负煮同

志与地质队的同志一道深入公社
、

生产队协

助工作
。

这样就使有些 朋题及时 地 得 至lJ解

决
,

为顺利地进行献点工作 lBJ 造了极为有利

的条件
。

(二 ) 深入地宣传实行 亦工亦农 劳动制

度的重要意义
。

这个队为 了使广大职工和群

众 了解实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
,

是现行劳动

制度的一硕重大改革
,

无流对国家
、

对集体
、

对个人
,

现在或将来都有好处
,

他佣在招 用

亦工亦农翰换工过程中
,

广泛地向公社
、

生

产队干部和社员宣传了实行亦工亦农劳动制

度的好处和意义
。

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

这个

队向社具群众除了簿推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

的重大意义以外
,

还为亦工亦农劳动者算 了

棚帐
,

使他侧了解 出外当几年工人
,

既支援

了工业建敲
,

又对个人和家庭也都有好处
。

由于生产队是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

因此
,

他们着重地蒲远实行亦工亦农劳动 制度对集

体的好处
,

使社队干部和广大社具能够正确

地把国家和集体的关系联系起来
,

_

从而愿意

支援工业建敲
。

进行宣传时
,

群众来的很踊

跃
,

如在岛庄公社宣传时
,

有些家属也来了
,



匡生班窒止

槽 探 包 工 的 办 法 好

贾 海 寿

地质勘探工作中的普查队
,

由于总是在

较大范围内琪图找矿
,

流动性大
,

搬迁频繁
,

因此
,

它的队伍
,

必须适应这种特点
。

除去

必要的行政人员和技术干部以外
,

普查队的

工人不能配备太多
,

否 lIJ
,

就不便于运动蒋

移
。

可是
,

一旦地质条件有利
,

发现找矿释

索
,

又常常需要大批槽探工人
,

用工程揭露

矿体露义
。

如何合理解决急需的劳动力
,

以

及时取得地质查料的简题
,

往往成为普查工

作中一个突出的矛盾
。

今年五月
,

我仍豫 n 队第三普查队这支

规模不大的队伍 (各类人员总舒 60 多人 )
,

粗

队不久就立即要在二百乎方公里内作面的普

查
,

同时还要对两个矿点使用槽探工程
。

当

时因工人少
,

山地工程力量不能适应生产需

要
,

于是我们同当地县社党委联系
,

在不影

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
,

由公社生产队包工挖

槽
。

握过协商
,

双方签定了包工合同
。

从七月

到九月
,

在两个矿点上由十个生产队抽稠力

量参加施工
,

共完成槽探工作量三千五百多

立方米
,

占两个 月全队完成工作量的 60 %
。

平均每方道接成本 (包括爆破材料
、

纲纤
、

跌锤等悄耗 ) 为 0
.

73 元
。

所艳探槽
,

全部合

乎要求
。

槽壁
、

槽底平整适度
,

槽子坡度
、

口竟
、

底竟合乎规定
,

没有出现弯曲和高低

不平现象
。

两个月来
,

每天上山的人数少 lHJ

会后自愿报名的就有四
、

五十人
。

有些群众

靛
: “

实行这种劳动制度太好了
,

地质队同农

村挂了钩
,

多余劳动力可以用来支援工业
,

工业也为农村培养了技术人材
。 ”

(三 ) 通过豁韧的 刹查
,

正确地 处理好

三个方面的握济关系
,

即地质队
、

公社和亦

工亦农劳动者三方面的握济关系
。

为了深入

地进行稠查研究工作
,

充分掌握材料
,

正确处

理几个方面的翘济关系
,

第二地质大队在招

用亦工亦农劳动者以前
,

了解了对招收地区

的公社
、

生产队的分配原则和当地社具的收

入水平
。

这样就为从实际出发
,

本着既有利

于巩固集体翘济
,

又能鼓励亦工亦农劳动者

的积极性的原则
。

比较合理的确定亦工亦农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正确处理与公社
、

生产

队的济翘关系
,

准备了有利条件
。

例如根据

走焉样公社五 r可生产大队社具收入水平的稠

查
:

从生产队抽出一个劳动力当翰换工
,

第

一年可交生产队的付业收入比农村最强劳动

力多一百二十个工 ,第二年以后
,

一个亦工亦

农劳动者每年可交生产队的付业收入比农村

最强的劳动力多二百二十个工
,

可以帮助生

产队增加收入
。

同时
,

对亦工亦农劳动者来

汞
,

每月除按规定把工食的一部分交生产队



几十人
,

多刻百余人
,

穿受有发生任何事故
,

保征了安全生产
。

这些工作量的完成
,

使我们提前取得了

地质资料
。

而且花倏较少
,

效果也较好
。

公

社和生产队在不影响农活的情况下也更充分

地利用了劳动 力
,

增加了社队集体收入
; 社

员还学会 了槽探工作的技术
。

因此大家一致

称簧
:

槽探包工是一个好办法
。

我们是怎样进行这项工作的呢 ?

准备包工以前
,

首先我们对当地社
、

队

的劳动力情况做了一些浏查
,

了解到社里劳

动力比较充足
,

特别是农忙之前
,

社 具有时

简搞副业生产
。

在同县社党委联系
,

握过他

们原则上同意以后
,

对于施工中的一些具体

简题
,

如包工单价
、

生产工具
、

工程质量和

安全生产等阴题
,

都握过双方具体的研究和

安排
。

对有的简题如包工单价
,

先由社员斌尉

确定为每方 0
.

4 元
,

多劳多得 ; 五极以上的

硬岩石
,

由队指定专人负煮爆破
,

打眼
、

出渣

由社具负竟
,

炮眼深度一般规定为 0
.

8 米
,

眼距 1米 ;五极以下能老得动的一般不放炮
。

施工开始之前
,

对于槽探工程的规格要求和

安全注意事填
,

都事先交待清楚
。

开工后
,

再反复向参加生产的社具开会罐解
,

并由我

队专职的工程管理人员及叶检查督促
。

完工

后由双方派代表共同丈量输收
。

这次包工
,

使我们初步体会到
:

在普查

勘探工作中的一些筒易工程
,

如槽探
、

工地

建筑等采用临时工或包工的办法
,

能够减少

固定工人
,

降低生产成本
,

有利于企业管理
。

实行包工
,

开工后施工管理最重要的简题是

着重抓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
。

工程管理人具

在开工前必须做好准备工作
,

如探槽的布置

和方位的确定
。

施工过程中要勤磷解
、

勤示

范
、

勤检查
。

要严格要求工程质量
,

不合乎要

求的
,

一定要重新整修
。

参加包工的社 具
,

必

须粗撇起来
,

就一指挥
,

有秩序地进行生产
。

槽探包工
,

我们求开始藏行
,

收至lJ了很

好的效果
。

但同时也还有一些具体简题需要

在进一步实践中更好地解决
。

我们把这次包

工的情况写出来
,

目的就在于同各兄弟队共

同研究
。

(上接第 13 亘 )

昆工分外
,

还可剩余一部分搔作为本人生活

费和补贴家用
,

比在农村也增 加 了 收 入
。

握过稠查
,

确定的亦工亦农翰换工的工资待

遇水平
,

公社
、

生产队和劳动者都基本咸到

满意
。

从第二地质大队的初步拭点情况看
,

根

据野外地质工作不同于一般厂矿的特点
,

对

招用亦工亦农的翰换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有以下几个简题
:

(一 ) 确定招收的工种简题
:

从 目前 有

些队
,

工种还没有完全配套来看
,

翰换工来

地质队补充工种不要定得过死
,

否 ljJ
,

就不

便于按照生产需要进行稠整使用
,

同时拾翰

换工的管理工作也会带来一定的困难
。

(二 ) 输换年限凹题
:

实行亦工亦农的劳

动制度是个新的工作
,

涉及的简题也较多
,

在献行阶段
,

合同规定的年限不宜过长
。

根

据地质系就的机掘坑探工作技术繁筒程度
、

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等情况
,

以二至三年比

较合适
。

(三 ) 管理和教育简题
:

根据地质工作分

散流动的特点
,

亦工亦农劳动者在合同期内

的工作稠动
,

还需进一步研究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