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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1·

凡 例

一、编修是志，旨在“资治、存史、教化"，以供充分了解和认识国情、地

情，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编纂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自己的思想与

编纂实践。

三、是志为资料性著作，力求全面、系统、真实、准确地记述鞍山市社会的

自然的历史与现状，以展示出社会内部运动的客观规律和趋势，为振兴鞍山市而

提供全面精确、严谨科学的翔实资料。

四、是志为纪体，所用表达方式主要是记述，记而不议，寓意于记。适当运

用图、图表、表格等表现形式，以求与文字记述相表里。

五、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今鞍山市城区和所辖海城市、台安县。历史上其

他曾经受辖的地方，则根据需要适当记述。

六、记述时间，上限起于1840年，可根据需要适当上溯，下限一律止于1985

年末。 ．
．

七、全志主要由大事记、行政建置、自然环境、县区纪略、专业志、人物志

等部分组成，分卷出版。

八、是志以篇、章、节、目四个档次组成框架结构。横分门类，纵相统辖。横

分立题，力求符合实际，符合逻辑，不违志体，在一定档次上记述事物构成的主

要因素，并-．保持其完整性。 ’

九、谨遵志体，明确主旨，纵记史实，写清变化I记物联事，叙事系人；正

文之外辅以“附记"，以补充、深化、配合正文。

十、人物志采用“传记一、“名录"两种形式，生人一律不立传。“传记”，主

要用以详记本籍和外籍在本地有重要影响的正面人物；“名录”则记载英烈、劳模

芳名以存史。
～

十一、除“附录一部分外，全志一律使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不文白杂糅。

十二、编纂时一律用第三人称记述，不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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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 倒

十三、伪满洲国十四年，属“中华民国"时期，不称“伪满洲国"或“日伪

统治"时期；必要时称“东北沦陷时期一，简称“沦陷时期’’。称呼这一时期的傀

儡军政机关、职务，皆先用一“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之后、初期，

简称“建国前、后、初"。

十四、一律采用公历纪年。建国以前的，注明当时的朝代、年号、年份。

十五、数字与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一律遵照国家的有关规定。

十六、地名的使用，取历史上当时通行的名称，如有改变，注以今名。

199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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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民生活篇

概 述

在中国近代史上，鞍山市人民经历过日

俄战争、国内军阀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的殖

民统治和国民党的统治，饱受战争的创伤，受

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

迫和掠夺，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饥寒

交迫的生活。

1904年，日俄在鞍山共聚集30万人，进

行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激战。据当a,-I"《盛京时

报》记载，凡日俄侵略军所到之处，“菽黍高

粱，均被芟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

赤地，民众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

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肉血飞溅，户破家亡，

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

首，惨不忍闻。”盖平(今盖县)、海城两县

有300多个村庄，8000多户，4万多人身受

战争之害，海城至辽阳沿途流离失所者数以

万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肆无

忌惮地在城市到处烧杀掠夺，在海城霸占土

地修建军营，残酷镇压鞍山人民的反抗斗争。

1932年至1943年日伪当局相继公布了

《治安警察法》、《治安维持法》和《保安矫正

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和条例。规定禁止

结社、集会、散发传单，进行讲演，对所谓

以变革国体为目的的团体的组织者、参与者，

都要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对。认为有犯罪

危险的人”要送进特设的矫正辅导院。进行

“精神训练”和强迫从事沉重的劳役。1944年

公布《时局特别刑法》，制造各种罪名50种，

把整个东北变成了一座大监狱。

强迫从事各种劳役。从1939年起，日伪

政权强行开展勤劳奉仕(即为伪政府效力服

务)。对象包括机关团体职员，中学生、城市

居民等社会各阶层人民。1942年又公布《劳

动者紧急就劳规则》，从此开始抓抽劳工和强

制摊派民工。

肆意掠夺农民。。九·一八”事变后，日

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人民生产的农产品最大

限度地掠夺到手，从1938年起，对粮食、棉

花等实行“统制”，不准随便买卖，1939年日

伪当局公布《主要特产物专管法》，对粮食、

苏子等经济作物由严格“统制”变为强制征

购。对农民实行“粮谷出荷”制度。对农民

生产的小麦、稻谷、棉花除种籽外，实行全

都。出荷”，然后配给代用品，农民吃大米、

白面、纺棉花、织布等都被扣以“经济犯”的

罪名加以处治。

日本侵略者在大肆搜刮农民农产品的同

时，对城市居民实行低标准配给制度，剥夺

广大城镇职工和居民的口粮。1942年开始实

行的所谓粮食配给制度，鞍山大人每月6公

斤，每天只供应200克粮食。昭和制钢所对

一部分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职工按所谓“劳

需”配给，但职工本人的粮食还需分给全家

人吃，无法保证“劳需”。后来职工和市民的

定量都大为减少。人们不得不以糠秕、野菜、

草根、树皮、橡子面等充饥．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工人实行残酷的奴役

和迫害。据《昭和制钢所综合统计月报》记

载，1943年昭和制钢所征集使用的中国职工

已达9万多人。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最大限度

地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对中国工人实行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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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的法西斯统治。在工厂和矿山继续延用封

建把头制度，当时被称为伍长的把头一律由

El本人担任，这些工头像奴隶主对待奴隶一

样，手提棍棒动辄毒打工人。在日伪后期，日

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

地步，1943年日伪当局公布了《保安矫正

法》和《思想矫正法》两项法令，把“认为

有犯罪危险的人”和有“政治犯嫌疑的人”送

进特设的矫正辅导院进行“预防拘禁”和

“精神训练”，同时强迫从事沉重劳役。大多

数被关在矫正院的中国工人都惨死在院内。

当时在鞍山市的弓长岭、眼前山、大孤山、东

鞍山、耐火材料厂和大石桥镁矿等处都设有

矫正院。

在日伪统治时期，机械操作水平很低，主

要靠加大劳动量、延长劳动时间来增加生产，

昭和制钢所劳动课长山田宗次曾直言不讳地

供认，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是把人作为机

器代用的”。从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上看，

1939～1940年日伪一般工业部门的工人平

均劳动时间是9～10小时，而金属、化学、窑

业、食品、皮革等工业部门则长达11小时，

有的甚至达13～14小时。据“满铁”所属新

京支社调查室调查，在日本人经营的矿山被

奴役的20．8万名中国工人中。劳动12小时

的有1．98万人，13小时的0．45万人，14小

时的有3万人，合计占26％。昭和制钢所矿

山工人每年4～9月份的劳动时间是10小时

30分，1月和12月份都在9小时以上，各厂

劳动时间都是10小时，两班制为12小时。工

人的劳动时间不但很长，而且劳动条件又极

为恶劣，在现场工作的工人根本没有什么防

护设施和劳动保护用品。矿山井下工人是在

阴冷、潮湿、粉尘飞扬的环境里作业，而且

经常发生冒顶事故和水火灾害。炼钢工人由

于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工具笨重，伤

亡事故接连发生，轧钢工人在高速运转的机

器旁连续作业．工作相当紧张，劳动稍不注

意，就会发生伤亡事故。据日本人的不完全

统计资料计算．1927一．"1931年的5年平均伤

亡率z制铁所为17．9％，矿山为13．83％，死

亡率为0．9％。即每百人中就有1人被夺去

生命。

繁重的劳役，恶劣的劳动环境，使中国

工人患矽肺病和风湿病等职业病特别多，再

加上当时伤寒、霍乱等传染病的流行蔓延，严

重地威胁着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据老工人回

忆，当时工人患了传染病后，日本侵略者不

但不给治疗，反而以所谓“隔离”为借口，把

活人当死人处理。当年大石桥、弓长岭矿被

日本侵略者夺去生命的矿工合葬在“万人

坑”之内。

地主残酷剥削农民。旧中国，少数地主、

富农占有大量土地，他们通过地租、高利贷

和商品购销对农民进行压榨，地租要占收获

量的50％左右，高利贷一般都是大加一的利

息，即春天借1元，秋天还2元，春天借1斗，

秋天还2斗。一些城市的商业资本家，也乘

农村青黄不接，农民短粮缺钱的时机，以秋

后偿还粮食为条件．高价把粮食和日用品赊

销给农民，利用贱买贵卖的办法，高利盘剥

农民。

苛捐杂税繁多。晚清时期，除田赋#1-，地

方征收的各种税捐多达50多种，如车捐、戏

捐、斗秤捐、青苗捐以及当妓女的妓捐等。奉

系军阀统治时期，除正税外，另设征战时附

加税，甚至连结婚、儿童入学、学生毕业都

要纳税。日伪统治时期，为了弥补庞大战争

造成的财政赤字，从1941年到1943年先后

实行3次战时大增税。每人平均负担税金逐

年增加，由1937年的6．68元，增加到1943

年的16．20元，1944年继续增加到20．38

元。此外，强制发行公债，每人平均为45．44

元，1944年日伪当局要求储蓄额达到30亿

元，于是采取强制储蓄等手段，转嫁财政困

难。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1920年以后，由

于张作霖大肆整军经武，扩大军工，进关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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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完全靠东三省官银号发行奉票支撵。奉

票发行量越来越多，发行额1916年为1508

万元，1926年为2亿元，1927年为3．2亿元，

1928年为14．7亿元，1929年为15．3亿元。

上述各年奉票总兑换1元现大洋分别是

1．18元、3．86元、9．58元、23．85元、50．95

元和60元。奉票越来越不值钱，造成物价暴

涨，高粱米的市场零售价格1921年每公斤

0．07元，1930年为3．88元，上涨55倍，人

民群众损失惨重，无数家庭流离失所。

1937年后，日伪当局滥发货币，争夺物

资，货币实际投放量骤增。1944年高达28亿

元(日伪币，下同)，较1937年增长52倍，

1937年至1944年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加25

倍，因而市场物价大幅度上涨。1945年与

1937年相比，物价总水平上涨78倍，平均每

年上升72．5％，每公斤高粱米市场销售价由

1937年的0．134元上涨到5．21元，每公斤

猪肉从0．78元上涨到57．2元。

国民党统治时期，大量发行东北九省流

通券。1948年8月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金元

券，实施所谓《币制改革》，金元券与东北九

省流通券的兑换比率是1，30万元。当时恶

性通货膨胀骇人听闻，1948年7月与1945

年8月相比的市场物价总水平上涨13万倍。

每公斤高粱米的市场零售价1945年8月为

5．42元。1948年8月上涨到61．44万元，上

涨11万倍。

微薄的收入，低下的消费水平。城市工

人的劳动时间过长，每天超过10／1,1拳1-，但收

入很低，据《昭和六年关东厅劳动统计》记

载：1931年，88％的矿工工资都在0．50元以

下，仅为日本工人的1／5。另据1926年“满

铁”对45名带家属的中国工人进行调查，人

均月生活费收入只有7．06元，其中从制铁所

得到的工资收入仅为4．27元，而当时人均月

生活费支出已达6．20元，单靠工资已无法度

日。1931年后，市场物10l-飞涨，职工的实际

工资水平逐年下降，1935年与1932年比较，

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33．4％，到1940

年．据“满铁”生活部调查，职工的工资收

入只有雇员以上的职工才能供养家属2人。

其余75％以上的职工已无力供养家属，在城

市靠借债度日的家庭极为普遍。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鞍山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

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条件显著改

善，彻底摆脱了旧社会那种贫困交加的境遇。

中华人民#t-和国成立后，用3年的时间

(1950～1952年)恢复国民经济。从1953年

到1957年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8年

期间，城乡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速度较快。在

城市，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半殖民地、半封

建性质的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并在恢复和

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多次调整了职工的工资。

鞍山市职工的年均工资由1949年的187元

增加到1952年的661元，提高了2．5倍。第

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职工的平均工资又提高

了17．9％，达到779元。1957年职工家庭人

均生活费收入由1952：年的197．08元增加到

222．82元，增长13．1％，平均每年递增

2．5％。人均消费支出也由1952年的187．91

元，提高到214．13元，增长14．0％，年递增

2．6％。在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

运动．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

增长较快。1957年全市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

达103元，较1949年的52元增长98．1％，

年递增8．9％。农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949年

的42元增加到1957年的88元，增长1．1

倍。年递增9．7％。

1958年到1969．年，国家在安排生产建

设和人民生活方面，片面强调发展生产，忽

视了人民生活，加上。大跃进”和3年自然

灾害的影响，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农

业生产下降，市场商品极度匮乏，人民生活

处于困难境地。1962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生

活费收入由195"／年的222．82元减少到

188．96元，下降15．2％。人均生活费支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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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214．13元减少到196．20元，下降

8．4％，剔除同一时期物价上涨因素，实际生

活水平下降26．2％。196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由1956年的143元减少到103元．下降

20．2％，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下降

26．7％。城乡居民主要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量

都明显减少。

从1963年到1965年，经过调整国民经

济，生产建设逐步恢复和发展，较快地扭转

了经济困难局面。物价趋向稳定，城乡人民

生活逐步好转。到1965年城乡居民的人均生

活费收入和消费水平基本上达到1957年的

水平。

在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

遭到严重挫折和破坏，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

农业内部比例失调，经济效益很低，市场商

品供应严重不足，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再一次

大幅度下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鞍山市工农

业生产发展很快，市场商品供应增加，并在

发展生产的同时，十分注意把经济发展和改

善人民生活相结合，采取了许多措施，提高

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经过7年改革，城乡绝

大多数居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水平

迅速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1979年以后，

由于国家采取了扩大就业．提高职工工资和

实行奖励等一系列措施，使城市居民家庭生

活费收入逐年增长．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生

活费收入仅为262．20元，1980年增加到

368．16元，1985年又继续上升到731．16元。

较1978年增长1．7倍。7年间平均每年增长

15．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仍比1978年增长

1．1倍，年递增10．9％。农民人均纯收入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978年只有54

元，属于。贫困型”。1979年以后，随着农村

改革的不断深入，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速

度，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农

民收入的持续大幅度增长。1980年达到225

元，进入“温饱型”，1984年达到561元，迈

进。宽裕型”。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鞍山

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

居民收入来源增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

1978年以前，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96．3％来

源于职工的工资收入，其中标准工资占

74．7％．1979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

深入，城市居民收入来源已由单一的工资形

式向多渠道、多职业的收入发展，非工资性

收入所占比重明显上升。1985年城市居民家

庭人均收入来源于全民、集体所有制职工的

工资性收入为678．79元．较1978年增长

1．6倍，占居民家庭实际收入的比重由1978

年的93．1％下降到83．8％，人均标准工资部

分下降到64．5％。1985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

收入来源于职工从工作单位得到的其他收

入，来源于个体经营的收入，来源于财产性

收入和来源于兼职、兼业的其他劳动收入以

及通过各种渠道发放给全体城镇居民的转移

性收入等非工资性收入达131．09元，较

1978年增长7．8倍，占居民家庭实际收入的

比重由1978年的6．9％上升到16．2％。1978

年以前，鞍山市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粮食

和生猪生产。1979年以后．由于积极发展多

种经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农、林、牧、副、

渔全面发展，并开拓了工、商、建筑、运输、

饮食、服务等产业。随着农业生产的多层次

化，农民收入也出现了多种来源，收入结构

发生了明显变化j 1985年农村经济总收入较

1978年增长3倍，其中农业收入增长1．1

倍，非农业收入增长4．5倍，农业收入占总

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44．7％下降到

24．7％，非农业收入则由1978年的55．3％

上升到75．3％。随着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

全面落实和不断完善，以及农村经济的放开

搞活，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很快．1985年

鞍山市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由1978年的

94．76元上升到567．04元，增长5倍，家庭

经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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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上升到1985年的76．1％，巳成为家庭

收入的主体来源。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的发展．使农民的现金收入较1978年增长

5．3倍。

低收入户减少，高收入户增多，城乡居

民收入层次变化显著。1978年城市居民家庭

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收入在25元以下的困

难户和低收入户占总户数的67．7％，而人均

月生活费收入在50元以上的户仅占1％。随

着职工家庭收入的增加，城市居民迅速由低

收入组向较高收入组转移，到1985年平均每

人每月生活费收入在25元以下的低收入户

已不复存在，人均生活费收入在50元以上的

家庭已上升到80％。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在200元以下的贫困户占63．5％。其中

相当一部分是“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的

极贫户I纯收入在200一．500元的温饱户占

35．8％，他们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纯

收入在500元以上，生活比较宽裕的农民只

占0．7％。到1985年鞍山市大多数农户已解

决了温饱问题，人均纯收入在200～500元的

温饱户已占农村总户数的21．5％，500～

i000元的宽裕户占42％，人均纯收入在

1000元以上的小康户达到10％。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消费结构

发生显著变化。1979年以后，随着收入的增

加，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1985年鞍

山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为705

元，较1978年增加449元，增长1．8倍，年

递增15．6％，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消费

水平提高1．1倍，年递增11．2％。1985年鞍

山市农民人均生活费支出为478元，较1978

年增加346元，增长2．6倍，年递增20．2％。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不仅反映消费总

额的增加，还反映在消费结构的变化和消费

质量的提高。1985年与1978年比较：城市居

民食品支出增长1．5倍，衣着支出增长2．1

倍，日用品支出增长2．8倍，文化娱乐用品

支出增长10．4倍。1985年与1980年比较，

农村居民食品支出增长47．0％，衣着支出增

长36．8％，日用品支出增长1．‘2倍。城乡居

民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更注意居住条件的

改善和生活设施的更新，所以，食品、衣着、

燃料消耗比重有所下降，而住房和日用品消

费比重明显上升。城市居民消费结构顺序由

原来的吃、穿、用、烧转变为吃、用、穿、烧，

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顺序也由原来的吃、穿、

用、烧、住转变为吃、住、用，穿、烧的顺

序。消费质量的提高，主要表现在膳食结构

正在由生存型向营养型转化，城乡居民的细

粮和肉、禽、蛋、鱼等营养丰富的副食品消

费量明显增加，衣着消费已由棉纺织品为主

逐步转向棉纺织品、化纤品、毛纺织品等多

样化的消费结构发展，棉布的消费量明显下

降。呢绒、绸缎、化纤品的消费量显著增加；

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增加，高档家用电器大量

涌入城乡居民家庭。1985年末城市居民平均

每百户拥有电视机86．5架(其中彩电17．5

架)，电冰箱2．5台，收录机41架，洗衣机

41架，电风扇32台，照像机23架。每百户

农民家庭拥有自行车141辆，缝纫机71架，

手表166只，收音机74架，电视机49架

(其中彩电2架)，洗衣机22架，收录机IO

架。

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日益改善。解放前

鞍山市有各类房屋321万平方米。但由于连

年战争的破坏，到解放初可供居住的住房只

剩下80万平方米。恢复时期，为了配合鞍钢

的恢复和建设，修缮了62万平方米被战争破

坏的旧房，又新建了24万平方米各类住宅。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了保证鞍钢建设，增

加了城市住宅建设的投资，5年累计新建住

宅总面积达153万平方米，平均每年建成

30．5万平方米。从1958年到1978年的21

年间，城市住宅建设处于困难境地，累计竣

工面积为166万平方米，年均竣工面积7．9

万平方米，仅相当于。一五”时期的1／4。与

此相反，城市人口却增加很多，造成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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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住房“欠帐”，1978年人均居住面积仅为

2．9平方米，全市无房户达3．3万户，三代同

室。四世同堂，屡见不鲜。搭吊铺或自盖偏

厦及临时房以应急需的，比比皆是。
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加速住

房建设步伐，国家改革了城市住房建设政策，

充分调动了中央、地方、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的积极性，投资额逐年增加。1978年用于住

宅建设的投资额仅为2048万元，1985年增

至16622万元，7年间累计用于住宅建设的

投资额达9．9亿元，平均每年投资14134万

元。由于投资增大。住宅建造量也迅速增长，

1979年至1985年共建成住宅576万平方

米，是前30年住宅竣工面积的1．5倍，大量

新建住宅投入使用，使鞍山市城市居民的平

均屠住水平有了明显提高。1985年城市居民

人均居住面积达4．5平方米，与1978年2．9

平方米相比，增长55．2％。新建住宅标准较

高，辅助面积增加较多，室内附属设备比较

齐全，为用户创造了比较方便的居住条件。

解放前，鞍山市农民住房大都十分简陋，

仅能栖身而已。解放后到1978年的30年间，

由于农民收入很低。温饱问题横在眼前，欲

建新房，筹集资金相当困难，农民的居住条

件始终没有多大改善。],979年以后，随着农

民收入的迅速增加，农村新建住房逐年增多，

1979年至1985年，鞍山市农民新建住宅265

万间。在新建的房屋中，90％以上的是砖木

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一些富裕起来的农

民还建造了楼房。到1985年末，平均每人使

用面积由10．5平方米增加到13．9平方米，

增长33．6％．

城乡居民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采．人们

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投向精神享受和文化生

活领域，引起了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的质

量有了明显改善。参加文化学习、观赏文艺

演出、进行娱乐活动和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

多。城乡居民家务劳动时间有了一定缩短，而

闲暇时间则有了相应延长，越来越多的人把

闲暇时间用在学习文化和发展个人兴趣爱好

方面。据对200名不同行业职工业余生活时

间分配调查。职工每天自由支配的时间为1

小时43分，占全天时间的7．2％。其中，用

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阅读文艺作品和各种

报刊、锻炼身体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时间

为20分钟，用来看电视或听广播的时间为1

小时零2分，还有相当部分职工在业余时间

里从事养花、养鸟和钓鱼等有益于身心健康

的活动。城乡居民用于精神生活的支出有较

大增长，1985年城市居民人均用于文化娱乐

支出为64元，较1978年增长10．4倍，用于

智力开发的书报杂志支出和学费支出分别较

1978年增长1．1倍和3．9倍。鞍山市的京、

评、话、歌，曲等7个专业艺术团体及业余

文艺演出队伍，活跃了全市人民的文化生活。

电影、图书事业有很大发展。民间秧歌、高

跷、龙灯、舞狮、旱船、跑驴、腰鼓等民间

艺术形式又重新活跃在广大城乡。各种美术、

摄影、书法、雕刻等文艺创作活动十分活跃。

各种棋类活动逐步在城乡人民群众中开展。

交际舞、健身舞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卫生工作的改革，促进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

展，使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1985

年全市已有卫生机构454个，较1978年增长

16．‘1％I医疗床位13672张，增长44．1％。卫

生技术人员17032人，增长47．9％。全市平

均每千人拥有床位5．3张，卫生技术人员

毛．6人，分别较1978年增长30．4％和

34．1％。医疗卫生网遍布城乡，各种疾病的

发病率大幅度下降，霍乱、鼠疫、天花等传

染病建国以后便陆续被消灭或基本消灭。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加强了计划免

疫和疫情的管理，各级卫生防疫站坚持对麻

疹、小儿麻痹、乙型脑炎、白喉等急性传染

病进行免费疫苗注射和投药预防，接种率逐

年提高。传染病的有效防治，提高了城乡人

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寿命普遍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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