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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篡地芳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据统计；一我国保存下来的各种旧地方志有8000

：多种，：‘几十方册，恒还没有部闩志逸种志体≯lgi8薯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全国

开展了用社会主义的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出现了一种部门

志：所谓部门志’就是由单位部门组织编纂的本单位本部门的地方志，填补了地方志的空

’自，j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修志中出现酣二种新生事物，值得庆贺。《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人口志》就是由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编纂的-÷部部门忘，她的问世；’再。次丰富了地
·；音士幽毒毒_、 。? ：． 一jb j‘．．7，．。．_：i‘’ ’。．i{。+一，；-．-’⋯
。i方志韵宝库。 ：’ r=。j ’·}‘j⋯：i ‘。i。 一4 ⋯

1986年，根据省州县人民政府的统-布置安排√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计划生育委员

。会成立了’计划生青志编写领导小组，：+指定郭大兴同志任专职编纂，’‘开始了本单位的部门

志编写工作j：经遣兰年的努力％。编写出了·《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计划生j育‘志))。初稿，

、1．989年根据云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云南省统计局的安排；：又调整了篇目，’增加一了。内

蓉，．重薪改写为《人口惑》)。二经过编纂人员的辛勤搜集资料和笔耕， 《巍山彝族回族自

治县人由惑))：(简称．：《(入臼i志》、)乎=}991年初脱稿，经过评审穑修敌，即将付印曲版；

这是巍l_h计划生育史上也是巍山文化事业上的一件极为重要的大孽氯《入日恚莎j翟编写

过程氐：许刊生膏委贾荟酌晁蔼领导对鳙鸯一《荚白÷囊务荫圣释极为叠境i!爹茨镥．并会议
研究部门志工作；t帮助编写人员解决在编写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初稿完成后，先后组

织了两次痒稿会；j：使恚书从编写方法到体例，从资料到内容日臻完善，从组织领导上保
证了志书的质量。

新编《人口志))有以下特点，一是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志书详细记述了巍山县从

民国到新中国建立以后70多年的民族、人口、计划生育等方面的资料，同时对明清时期

的古代资料也作了适当的记述，这些资料对“存史、资治、教化”将发生很大作用，就

是对研壳云南的民族、人IZI、计划生育发展史也有_÷定的参考价值。二是有地方和民族

特色。志书既注意详细记述与本志有关的各种资料，．同时也薛意记述反映突出本地民族

和地区特点的资料，如各个民族的资料、地区人口分布的资料、人口与本地经济的资料

等。三是遵循地方志横排纵写的方法进行编纂志书，详今略古，符合志体'注意处理交

叉重复的关系，文字简炼，文风朴实。总之，我认为《人口志》是一部体例基本完备，

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好的部门志，她的问世，既丰富了地方志的内容，又可以为社会

主义两个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特此作序进行简评介绍，以助阅读。

薛琳

]991年8月于巍山县志办公室



序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重视和关心的大问题j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物质基础，人目的发展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相适应，～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和社会
1‘

。
。

．j嗨发犀。．．j ’⋯．_√+ ．。⋯·‘÷?： -j 一4： ‘’f．：：

-。我国是提倡计划生育最早的国家，特别是十一届三嘹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

jj导下。计划生育玉催进入了_个全新的境界∥巍山县人睡较遘幅度地下降，1也是在这一

j·一时期矿但是由于巍山人la基数大r年龄构成轻，‘增长速度快，，素质比较低，要达到党中

央提出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目的，任重而道远，今后还要作长期不懈的努

～力矗囊；何松劲麻痹情绪弘都会给我们韵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一 ．j

．¨一盛世修志，．历来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但在中国历代志书上，：对人口的表述，只有一

鳞半爪的记载。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在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才把人口作

，为一个专志，：，从止级到下级，层层发动编写·，蔚为大观。巍山县人iZi志i记载了原蒙化

一县由请乾隆五十四年到解放后1990年止的人口状况，较详细地记述了建国后人la发展的

曲拆过程及开展讳划生育的经过，有经验’有教训，熊为今后继续开展计划生育王作，

；岩提供囊些存益的借鉴一。：：．一f‘。．。．‘⋯’t’，”i‘、，：鬈善-一■_j。!鼻一‘．j量篁，曩
．．搿：i长汪孱浪搀前粮，·：希望后来者为撵制我县—0日jj咱晕出新的：贡献i．是为之序∥j譬‘≯

努薹毫：篓；o奢鬟，．j、0j：嘉：一～ ．‘，：一、_’jjj ．i、一一Ij郄琴仙j：一j：一i—i。j

‘_．’：．j999每j2月31日L-■一j‘
．。； ，．一¨．一



自 ‘序

计划生育是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兴衰和四化建设成败的大事。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把计划生育工作列为了我国的基本国策。

巍山县自1957年第一次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活动以后，中间中断了约十五年。1972生F-

始着手建立组织，到1974年有了专隋机构和专职人员，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加
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通过多年努力i人口逐步得到控制，计划生育的各项政

策，日益被广大群众所接受。

为了能较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整理、积累和保存巍山县的入口资芯j，粤为将来研
究巍山县近代人口发展史和建国后计划生育工作史，打下一定基础，在县人民政府领导

下，在县志办的具体帮助指导下县计生委成立了计划生育志编写领导小组，‘由副主任

谢建云主其事，并责成笔者充任毫书编纂。1989年-8月，省计生委、省统计局召开云南

省《人口志))研讨会，重新确定将计划生育志改写为人口志，并提出新的篇目，要求将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也纳入人口志的编写内容。根据会议精神，县计生委领导班

子认真进行研究，决定在原计戈．J生育志的基础上，重起炉灶，：另订篇日，进行彻底改

写，并责成笔者仍担任编写工作。

本志以巍山县近代人口史和建国后的计划生育工作史为主线，在谋篇布局上，采取

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编写了这一历史时期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变化，以及人口的自然结
美，不文

期人口低

取教训，

述了计划

彻计划生

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以史实为依据，着重反映现实倍况和历史经验?虽力图能较全面地记述巍山县
近代人口史和计划生育工作史，使它成为一本有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人口新志，但由

于碥者水平有限，逮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盼读者批评指正?使之趋于完善。
郭大兴

。 1991年．3月

达元略，公今真(详存年以伪四，去十况，五情精隆的取乾作粗清工去由育到县生做化划量蒙计尽原展，了开面载后方记国材，建取序和在顺，。为况写代状编年口行史人进历的法以止方。向年的．纵∞

主

。均为的后横巨放以的解，实到织求y交真年横存明纵到订

溢时吸记贯

不难

，题及，困验专以恶济经还，隐经结，述
不年总外综、

照一一一于此策遵，在。畋，者况的益育编情目裨生

。落

。所划况起等有计情的兆作，等动征工设构活险育建结育危生的济生的划伍经划控计队会计失好育社展口做生的开入步划口了现一计人写出进，

及编内为革。以地问，沿等构实时导史果结如段领历成

域

，一强的的地则某增构得的原在，机取口的和息织后人非况信组策、饰情供育政构过谷提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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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系统地记述了巍山县人口与计划生育的近代历史和现状，为党政部门和从

事实际工作的同志提供资料、数据和信息，起存史、资治和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分人口篇和计划生育篇，两篇合为一志，各自独立成篇。．人口篇五章二十

节，计划生育篇五章二十六节。。概述记叙了巍山的地理位置，自然特点，矿产资源，土

特名产等情况，同时也综述了=巍山的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开展情况。大事记主要记录了

新中国建立后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中的大、要、新、奇等事件。

三、．本志以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载现代历史和当前现状。人口篇上限从民国元

年起，适当追溯到清乾隆五十四年。计划生育篇从本县1957年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起，下

限截至1990年。

四、巍山县行政体制几经变化，本志为记述方便，在记述县名时一律署1954年更改

的名称巍山，略去以前的县各蒙化不记；另外为统记数字的方便，乡镇名称按时间顺序

出现的名称记述。为了阅读捡索上的方便，对巍山行政体制的变化情况，特作如下说明。

1、县级体制变化情况。 。

民国初年改蒙化厅为府，1914年改名为蒙化县，1912年划出漾濞另立新县。 、

1954年经政务院批准，更名为巍山县。

1956年分为永建回族自治县和巍山彝族自治县。永建县包括大仓区和马鞍山区。

i958年永建县撤销，并回巍山县，合并后称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1961年经国务院批准，将南涧、乐秋、拥翠、岔江、公郎、沙乐i室华、和平八个

公社划出，新建立南涧县，1965年建立南涧彝族自治县。

2、区(乡、公社)改制情况。

1950年县以下设区，区以下设乡、镇。

1958年区改人民公社，下设管理区和镇。

1961年公社下的管理区，改称大队，镇下设居民委员会。

1963年公社改称区，大队改称公社，居委会不变。

1970年区改公社，公社改称大队。

1984年体改复设区、镇，下设乡(乡级镇)和办事处。

1988年将区、镇改为乡、镇，原下设乡改为村公所，办事处不变。

五、为如实反映巍山县人口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人口状

况中，大县时的年末人口，出生、死亡、自然增长等，概以大县时的数据为准。分而复

并，则分别将分开时两县的数据如实记录。 (如永建巍山分县)分县已成定局的南涧和

巍山，则将未分县前的年末总人口中，分出按分县后区划应属巍山的人口数据，便于观

察分析建国后巍山县的人口发展和变化。



六、本志纪年以国号纪年在前，括号内写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

以公元纪年。

七、本志以语体文记述，引用部份照录原文，力求做到追溯历史有根据，记载现状

靠求实，力排任何虚假，克服空话套话，尽力体现客观真实。

八、本志编写的资料来源：

l、查阅并摘抄解放前的档案资料I

2、中央、省、州、县党委和政府有关计划生育文体；

3、巍山县人民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和巍山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历年来的简报、报

告、总结、统计资料和制定的文件。

3、县志办、统计局、第四次人口普查办公室、卫生局、档案馆、教育局、财政

局、公安局有关入口统计和工农业基本情况，文卫事业发展情况等资料；

5、大理州统计局、公安局、计生委、档案馆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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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西侧，大理白族自治州西南部。东面与弥渡县

毗邻，南与南涧县接壤并与凤庆县以黑惠江为界，西面与漾濞县、昌宁县以黑惠江为

界，北面与大理市相连。辖十乡一镇，按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1990年7月1日零

时计算总人口为271759人(手工汇总资料)。有汉、彝、回、自、苗、傈僳等二十三个

民族。建国前称蒙化县，后经国务院批准于1954年改名为巍山县，、1956年划分为巍山彝

族自治县和永建回族自治县，1958年合并。1961年又划分为巍山和南涧两县。

巍山地处北亚热带，属高原山地季风气候。 《蒙化志稿》记载： “夏不甚炎热，冬

不甚寒凉，日则单夹，夜则窠絮，四时如一，滇中气候恒然也”。境内分西河流域和漾

濞江流域两个部份。西河自北向南，纵贯巍山全境，共有支流四十条，是坝区农田灌溉

的主要河流。建国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县人民齐努力，兴建了中小型水库60余座，

小水圹2千余个，抽水站74处，有效灌溉面积达十二万亩，为1950年的二十四倍多。由

于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宜于各种农作物和林木的生长。本地特产蜜饯、爆竹，畅销省

内外，松茸、扎花布进入了国际市场。锑矿储藏丰富，近年来已建厂冶炼。

巍山县人口再生产类型，解放前属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类型。在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旧中国， “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深深植根于劳动人民心中。他们半饥半饱，

缺医少药，有时虽也有“儿多母苦”的切肤之痛，但却难觅避孕节育的科学知识，因

此，早婚早育多生，成了当时结婚生育的普遍特点。然而由于贫穷、疾病、战争、瘟疫

的侵袭，婴幼儿死亡率十分惊人。所谓生一窠窠，死一遍坡，就是当时的写照。据现有

资料，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有男妇大小人丁94，002丁口，至民国三十七年

(公元1948年)总人口129，399人，中间跨度159年，人I=I仅增加35，397人，增长37．7％，

增长非常缓慢。
’

解放后，我县的计划生育工作，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人们对计划生育的认识，

由不认识到逐步认识，由不理解到逐步理解，由不自觉到逐步自觉，中间经历了一个漫

长的过程。建国初期，人口增长较快，由1952年--1957年，每年平均净增人口达4，487

人。．。但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劳动力，这一时期，人口增长和经济建设的矛盾还不十分突

出，因此并来引起领导的重视。1957年，虽然也例行公事，把计划生育列为卫生工作的

二个内容，由卫生系统的妇幼保健站负责此项工作，但也仅止于适当的宣传而已。三年

经济困难时期，‘由于天灾人祸，死亡人I：1大于出生人口，在解放后的历史上，第一次出

现人口负增长的现象。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

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制订了二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经济迅速恢复，人民安居乐业，人

口也开始出现膨胀。t963年，中共云南省委、省人委批转了关于实行计划生育若干问题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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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首次提出一对夫妇以控制生育两个孩子为好，最多不要超过三个，同时并提出

了一些具体奖惩的办法，但由于以后的“运动”接踵而来，省委的指示，并未得到认真

贯彻。再加以当时领导层的认识，普遍停留在计划生育不抓翻不了大船，生产斗争、阶

级斗争不抓会离线的认识阶段，自觉不自觉地把两种生产对立了起来。于是一个更大

的、更惊人的人El出生高峰，也即第二次入口高峰，“便在此时应运而生了。“文革刀开

始，无政府主义泛滥一时，人口问题日益严重。从1961年起至1971年止的11年中，人口

净增加63，150人。所增加的人数，相当于清乾隆54年至民国37年(公元1948年)这159

：年间所增加人数的1．78倍：这11年间j。人口每年平均递增的速度达到3．3％≯：比1950年

至1960年的前儿年O．9％，增快了两倍半。人均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2亩，下降到1．27

亩。人均占有粮食，由1954年的775斤，降到476斤j事实证明，一人口问题关系着中华民

族的兴衰和四化建设的成败。 ‘．．
：‘．

～

、+七十年代初，是周恩来总理力勉狂澜，+在中央建立了计划生育领导机构，地方上的

专门机构也相应建立；从此，，对打开计划生育新局面奠定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党中央把计划生育工作列为了全党的战略任务^，’列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个海阔天

空，辉煌灿烂的控制人口的新局面，就这样打开了。可以预料，巍山县的计划生育工

作，也必将和全国、全省一样，不断取得进步。人类要控制自己的伟大愿望，正从这里

起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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