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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牡丹区志》编纂工作历五载寒暑，终于完成。
这是牡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是全区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牡丹区历史悠久，其志书编纂源远流长，但目前存世的只剩清光绪六年编纂的《菏泽县志》及《菏泽
县乡土志》两部。
1993年，原菏泽市（县级）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出版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菏泽市志》，该
志上限起于1840年，下限止于1985年。
《牡丹区志（1986～2005）》上限续承1986年，下限终于2005年。

1986～2005年，是牡丹区政治和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二十年，是改革开放关键性的二十年，是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二十年。
二十年来，勤劳智慧的牡丹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团结拼搏，
负重奋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工业化进程持续加快，第三产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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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节 就业与再就业牡丹区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就业服务、强化职业培训、狠抓
政策落实等一系列措施，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再就业，2000年，开展了社会保险扩面征缴活动，净增扩
面参保人员1.2万多人。
全区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企业富余人员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就业规模持
续扩大，就业结构逐步优化，就业渠道不断拓宽，就业形式更加灵活，总体上保持了就业形势的基本
稳定。
就业基本状况牡丹区劳动力人口较多，经济欠发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
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和失
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
2005年，全区总人口105万人，16岁以上人口81万人，经济活动人口61.5万人，劳动力参与率为76%。
16岁以上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62%，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6.5%；技术工人中，初级占66.5%，
中级占30%，高级占3.5%。
2005年，牡丹区城乡从业人员达到60万人，其中城镇21万人，占35%，乡村39万人，占65%。
1986～2005年，共增加从业人员16万人，平均每年新增0.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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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牡丹区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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