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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编写本书是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份了解赞皇县人口历史发展和

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过程的基础性资料；广大读者可根据本书提供的线

索，详细查考某些资料，故《赞皇县人口和计划生育纪事》也是一部

工具书。

二、本书坚持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则，以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实事

求是、客观真实地记载赞皇县置县、行政区划沿革及历史人口发展状

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省、市、县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调整

和完善；赞皇县历届县委、县政府及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国家计划生育工作方针、政策法律的重要活动、工作实绩；县人

口和计划生育组织机构沿革及人事变动；全县各级各部门及广大干部

群众宣传、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做法

和成就；国家、省、市、县表彰县内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情况；有关报刊报道的赞皇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动态消息，

等等。

三、本书通贯古今，详今略古。中华民国之前用历史纪年，括注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上限不限，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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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于 2014 年 12 月。

四、乡镇、村名用全称。对机构、党派、社团等单位、团体名称，

一般用简称；因历次机构改革等原因，有的名称已发生变化，本书以

当时名称为准记载。

五、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术语，如符合政策生育率、社会抚养

费、生殖健康服务等，在特殊历史时期有其特殊的名称，随着社会的

进步，国家政策的日臻完善，在工作实践中均经历了循序渐进的过程，

本书未做统一调整，随时代变迁而变化。

六、数字使用执行《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统计

数字以县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为主，统计数字没有的，以当时行政

主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

七、资料来源主要以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档案和作者工作日记为

主，亦采用了《二十四史》《赞皇县志》《赞皇县统计年鉴》《赞皇

人口和计划生育志》等和相关部门材料，使用时一般不注明出处。对

未查到月份者以“是年”标记，无日者以“是月”标记。

八、本书后所载：限后辑要、附录一赞皇县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

自然变动情况表、附录二生育政策及沿革、附录三计划生育政务公开

及办事指南、附录四常用计划生育名词、附录五文件辑存，希望能为

人口计生工作者和广大群众提供工作便利及办事指南。

                                        

                                        2015 年 6 月 26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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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重要名称对照

全称                                            简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计生委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人口计生委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卫计委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中国计生协

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            省委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   省革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                     省政府

河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               省计生委

河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省人口计生委

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省卫计委

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                省计生协

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地区委员会        地委

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市委员会  市委

石家庄地区行政公署   行署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

石家庄地区计划生育委员会  地区计生委

石家庄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市计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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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市人口计生委

石家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市卫计委

石家庄市计划生育协会   市计生协

中国共产党赞皇县委员会  县委

赞皇县人民委员会   县人委

赞皇县革命委员会                   县革委

赞皇县人民政府                     县政府

赞皇县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县计生领导小组

赞皇县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县人口计生领导小组

赞皇县统筹人口发展领导小组  县人口发展领导小组

赞皇县计划生育委员会               县计生委

赞皇县计划生育局                   县计生局

赞皇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县人口计生局

赞皇县计划生育协会                 县计生协

中共赞皇县计划生育局党组         局党组

中共赞皇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党组      局党组

中国共产党乡（镇）委员会          乡（镇）党委

乡（镇）人民政府                   乡（镇）政府

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            乡（镇）计生办

中国共产党党员                       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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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蔡占军

赵发起同志不辞辛苦，勤奋笔耕，《赞皇县人口和计划生育纪事》

是继《赞皇人口和计划生育志》之后，我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史研究的

又一成果。我怀着浓厚的兴趣翻阅了一遍，觉得这部编年体的《纪事》，

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资料。它如同一部未加论点的历史人口和计划生育

简志，以丰富连贯的史实，清晰地勾画了我县历史人口和计划生育发

展的轮廓。它为研究赞皇县人口变迁和人口计生工作发展规律提供了

翔实的史料，也为赞皇县在新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坚持计划生育

基本国策，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长期均衡和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镜鉴。

《纪事》起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收录的史实较多，共收录

1200 余例，在我县这是记录历史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重大事件、重

要工作最详尽的了，而且许多材料鲜为人知；二是资料翔实，大多据

第一手材料编写，较为可靠；三是所收条目历史人口部分起始于西汉

时期，较《赞皇人口和计划生育志》向前追溯了近 600 年。新中国成

立后计划生育部分既有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又有县内基

层的活动，既有重要工作动态，也有为民、惠民活动开展情况，还有

不少反映人口节育、计划生育成果的数字。这样就使人看到每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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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全貌，给人以立体感。由此可见，编者在搜集和选

取材料方面是颇为精心的。它对了解计划生育发展的来龙去脉，正确

总结经验教训，有说服力地向群众做宣传，有极好的应用价值。

赞皇县历史悠久，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据在县城西南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万坡顶遗址出土的文物证实，早在 5000 多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这里就已有人类繁衍定居。由于历代战争频繁，荒害屡现，

瘟疫流行，赞皇县人口发展一直比较缓慢。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局势

稳定，经济逐步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

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到

1962 年，全县人口已达 125505 人，形成了赞皇县第一个人口出生高

峰。严峻的人口形势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国一样，赞皇县开始

提倡和实行计划生育。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赞皇县就成立了计划生

育工作机构，开始倡导计划生育，70 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80 年

代初形成高潮。历届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实施目标

管理、统筹安排、综合治理，落实奖励和“一票否决”制度，提升管

理与服务水平，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全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者

发扬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和“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讲奉献”

的精神，想千方百计，历千辛万苦，讲千言万语，进千家万户，做了

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有效促进了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的健康发

展。同时，计划生育“三结合”、“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生殖健

康服务、孕前优生服务、“幸福工程”、“少生快富工程”、关爱女

孩行动以及奖励扶助制度的开展实施，为进一步融洽党群、干群关系，

促进群众婚育观念转变，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实行计划生育 40

余年间，赞皇县人口再生产实现了由“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到

“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赞皇县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

控制，人口素质明显提高，人口结构显著改善，促进了全县人口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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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此，全县人民作

出了重大贡献，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者付出了艰苦努力。

我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有计划地调节人口增长作为一

个战略性的任务，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这反映了我们党和政

府的远见卓识。中国开展的计划生育，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在世界

上是无与伦比的；何况一个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发展中国家

成功地展开了，这就不能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史资

政，以史励人。为了使计划生育不断地在科学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我

们需要对计划生育工作进行总结和理论研究。计划生育工作有深刻的

历史教训，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计划生育实践的发展而积累的经验是很宝贵的。对这些经验教训

加以理论的总结和概述，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者的一项责任。在这

方面，赵发起同志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作为一个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者，我很希望赞皇县多出一些这样的成果。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3 年 12 月在《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

意见》中指出：“人口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

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人口

与发展综合决策，将计划生育确立为基本国策，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实

际的人口发展道路。经过全党全社会多年不懈努力，我国计划生育工

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产类型实

现历史性转变，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促进了经济

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进步，改善了妇女儿童发展状况，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广大人民群众作出了重大贡献，计划生育工

作者付出了艰苦努力。实践证明，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

推行计划生育，既符合国家长远发展要求，又符合群众根本利益，是

完全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我县各级各部门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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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中央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策部署，准确把握全县人口

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准确把握计划生育工作的正

确舆论导向，做到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坚持党政“一把手”

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切实做好新常态下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确

保稳定和降低生育水平目标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各项任务全面完

成，为建设“实力赞皇、活力赞皇、美丽赞皇、平安赞皇、幸福赞皇”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赞皇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5 年 6 月 28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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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

据在赞皇县城西南万坡顶遗址出土的甲骨文、石斧、穿孔石刀、石

镞、石镰等文物考证，远在新石器时代域内槐河、济河两岸就已有人类

繁衍生息，并逐步形成部落和村庄，距今已有 5000 多年历史。该遗址

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92 年被定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周

（约前 11 世纪 ~ 前 256 年）

据在梁家湾出土铜鼎，在千根、许亭、回车等村出土的桥形钱币证

实，到周代域内一些村落已经比较繁华，已有交易场所。

经三次结集，最终成书于春秋时代，集录周代民歌的我国历史上第

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载于《邶风》篇的《匏有苦叶》《泉水》两

首民歌，据中国诗词学会会长夏传才考证 ，皆产生于赞皇县的济河一带

（诗中“济”和“泲”皆指济河）。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 < 诗经 >》

（2011 年 3 月版）注释中亦有注释。《匏有苦叶》和《泉水》两首民歌，

皆为描写爱情的民歌，由此可见，在 3000 多年前的西周时期，赞皇县

济河一带就人烟聚集，少女多情，为后人留下两曲动人的爱情赞歌。

附：《诗经·邶风》民歌两首

匏有苦叶

译文            

叶子干枯的葫芦已经成熟，

设下渡口的济水已有摆渡。

原文      

匏有苦叶，

济有深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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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

要是水深你就用腰舟泅渡，

要是水浅你就脱了鞋挽裤。

济河的水已弥漫堤岸，

那野鸡在声声地啼唤。

济河虽满淹不到车轴，

野鸡召唤着雄鸡陪伴。

大雁南飞鸣叫在长空，

初升的太阳刚刚泛红。

单身汉你要真想娶妻，

趁河水还没结满冰凌。

那艄公声声招呼过河，

别人过河你不要管我。

别人过河你不要管我，

我等待心上的情哥哥。

深则厉， 

浅则揭。

有弥济盈，

有鷕雉鸣。

济盈不濡轨，

雉鸣求其牡。

雝雝鸣雁，

旭日始旦。

士如归妻，

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

人涉卬否。

人涉卬否，

卬须我友。

原文

毖彼泉水，

亦流于淇。

有怀于卫，

靡日不思。

娈彼诸姬，

聊与之谋。

译文

那喷涌的泉水荡漾，

还能归入淇河流淌。

因为怀念卫国家乡，

没一天不陷入忧伤。

那亲切的姬姓亲人，

我暂且跟她们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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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首民歌皆见中华书局 2011 年 3 月版《中华经典名著 •

诗经》）

出宿于泲，

饮饯于祢。

女子有行，

远父母兄弟。

问我诸姑，

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

饮饯于言。

载脂载辖，

还车言迈。

遄臻于卫，

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

兹之永叹。

思须与漕，

我心悠悠。

驾言出游，

以写我忧。

回家那晚要在济水边住宿，

就在祢沟摆设饯行的酒席。

明知女孩子学到为妇之道，

出嫁离开父母这也是常理。

先去问一问我的几位姑母，

回家的事还要找大姐商议。

要么当晚住宿在干山旁，

饯行宴在言山找个地方。

上足了车油再插紧键子，

试好了车辆就直奔故乡。

眨眼的工夫就到了卫国，

这样做不至于招来祸殃？

一想到肥泉流归淇水，

我的长叹就有增无休。

再想起那须城和漕邑，

我的忧伤更没有尽头。

驾着马车我出去遛遛，

也许能排遣我的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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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西汉（前 206 ～公元 25 年）

流传于上古社会，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百科全书《山海经》（中华

书局 2011 年 5 月版）中亦有槐河和济河的记载（槐河古称泜水，济

河又称泲水）。

西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

《汉书 • 地理志》记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当时冀

州刺史部常山郡所辖房子、元氏、平棘等 18 个县，总户数为 141741

人，总人口为 67795 人，按现在行政区划（下同）所属元氏、高邑、

赵县、赞皇等 14 个县计算，赞皇县取其平均值户数为 7874 户，人口

为 37649 人，每户平均人口为 4.78 人。

晋

西晋太康元年（280 年）

《晋书 • 地理志》记载，西晋太康元年（280 年），当时冀州赵

国所辖房子、元氏、高邑等 9 个县总户数为 42000 户，赞皇县取其平

均值为 4666 户，无人口数记载。

南北朝

北魏（386 ～ 534 年）

我国历史上关于河流方面的第一部专著《水经注》（北魏郦道元

著）中亦有槐河和济河的记载（槐河古称泜水，济河又称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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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魏武定年间（543 ～ 550 年）

《魏书·地形志》记载，东魏武定年间（543 ～ 550 年），当时

赵郡所辖房子、元氏、高邑等 5 个县，总户数为 31899 户，总人口为

148314 人，赞皇县取其平均值总户数为 6379 户，总人口为 29662 人，

每户平均人口为 4.64 人。

北齐（550 ～ 577 年）

《北史》记载：“赵郡李氏显甫，集诸李数千家，开发殷州西山，

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自为宗主。以军功赐爵平棘子，任河南

太守。其子元忠遭母忧归李鱼川。”

这段简约的文字，是为赞皇县李川沟开发的最早记载。

隋

开皇十六年（596 年）

赞皇县升镇为县，因境内赞皇山而名。据西晋太康二年（281 年）

出土竹简《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第五代君主穆王姬满讨伐犬戎曾登

临此山，并打败了犬戎。当时叫“巑山”，周穆王为记功留名，改封

为“赞皇山”。

大业二年（606 年）

《隋书·地理志》记载，隋大业二年（606 年），当时赵郡所辖平棘、

高邑、赞皇等 11 个县，总户数为 148156 户，赞皇县取其平均值总户

数为 13468 户，无人口数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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