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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人口志

序

徐德

《汾阳人口志》，立足当代，详今略古，_Jr_lrlt溯及事物发端，下限断

至2000年。全志以类分目，横排竖写，全方位二多角度地记述了汾阳

人口发展的历史o
。

j，+一‘ ·，

汾阳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浓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汾阳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系列文明成果的取

得，凝聚了数代汾阳人民的智慧，同时也记录着汾阳人口更替变迁的

过程。

新世纪的汾阳，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尤其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四大战略，坚持三个

创新”的发展思路，这为汾阳经济和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是汾阳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

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人口发展变化趋势，举国上下开始实

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来，汾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坚持牢

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人口安全观，从维护计划生育国策地位出发，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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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努力加强部门之间协作，齐抓共管，以稳定低生育水平为中心，大力

实施信息工程、关爱工程和保障工程，努力把少生、优生的生育观念

深入人心，使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沿着法制化轨道前进。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汾阳人口志》综述汾I‘EIA．口发展历史，

以其独特的视角全面分析了汾阳从古至今的经济、政治、文化与人口

数量、变化、素质等因素的悠远关系和历史变化；阐述了人口在一个

民族、一个地区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和作用。全志以去粗取精而致

用，实为爱国爱民之举o

《汾阳人口志》不仅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了汾阳人口发展的变

迁，而且凝聚了承担编写同志的辛勤汗水，为今后的汾阳人口与计划

生育工作提供了全面详实的可鉴资料。值此《汾阳人口志》出版之

际，以了了数言为序，表达志贺之意。

·2·

二00四年九月

(徐德，山西文水县人，现任中共汾阳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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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刘永平

志者，史外记事之书。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镜，治郡国者以

志为鉴o”修志，可以晓古、知今、示于后。今日，《汾阳人口志》即将付

梓，这部记述汾阳人口发历史的重要成果，必将对今后研究汾阳人口

历史、加强人口管理、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

汾阳，自古为三晋名邑、重邑、望邑，历为晋西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地处秦晋要冲，集聚往来商贾，孕育数代良才，汾州大地有着久远

的历史积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文明成果，凝集了历代汾阳人民

的智慧，展现着汾IrEIA．口兴衰变迁的历史o ·

新的汾阳，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仍然不辱其名，继续走

在时代前列，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就瞩目。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

年来，汾阳顺应全国经济发展的大潮流，抓住主线，发挥优势，突出重

点，壮大规模，经济经构调整、城乡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文

明进步皆取得可喜成绩，在全省处于前列位置。这一过程中，汾阳人

民功不可没o
·3。



序

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人12发展变化趋势，我国开始实行人

口计划生育政策，进入80年代，计3t,J生育工作进一步强化。几十年

来，汾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计划生育工作基

本实现了“三为主"，人口管理日趋科学、规范，少生、优生的生育观念

逐步深入人心，这是人12发展历史中特有的成果。

修志可以鉴古今，知得失，综观人口发展历史，深入探究人口变

迁、发展、管理的状况和规律，各个时代的经济水平、文明程度与人口

数量、变动、构成、素质等因素的关系非常密切，民情、民心、民意决定

着一个时代的兴衰，对于人口发展历史的变迁、得失，应当择其精要，

修专志以致用，这是施政为民的需要，也是顺乎民意的举措。

基于此，2002年，《汾阳人12志》开始草创、编修。承担编志的同

志，肩负重任，承揽规模浩大的文字工程；尽职任劳，翻阅及古迄今的

人口史料，终于完成这部人口专志。综观全志，体例严谨，文笔简约，

记述客观，全面反映出汾阳人口发展史，特别是如实客观记述了汾阳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情况，为今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供

了一部纵贯古今、视角独特的借鉴资料。

值此《汾阳人口志》付梓之际，谨缀数言，以此为序。

二00四年九月

(刘永平，山西省方山县人，现任汾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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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汾阳人口发展的历

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编纂，上限始于有史料记载的记事，下限止于2000年底，部分内容

延至2003年底。 ·。 ，

三、本志立足人口，侧重计划生育工作，系统分类，横排竖写。由概述、人口

环境、人口总况、人口素质、人口经济、人口控制、人口管理、人物、大事记、附录

组成。以序、记、传、录、表综合表述。

四、本志地名称谓，均以历史原名相称，按时序记述。

五、本志纪年和度量衡单位，按《山西省地方志编写行文暂行规定》执行；

1949年前，采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采用公

元纪年o

六、人物编以对计划生育事业有重大影响和贡献者为主，谢世者之传按出

生纪年为序；人物简介以姓氏笔划为序。获地级以上计划生育模范人物、中级

以上技术职称人员分别辑录。 一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市计划生育局及相关部门档案，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

市统计局，均不注明出处，特殊者例外。

八、本志由汾阳市史志工作领导组、吕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定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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