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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上限为1911年，下限为1985年。人口变动部分的

有关内容作适当追溯。1986---,1992年的人12主要资料作为附录。

二、本志记述范围为内江地区1985年所辖县(市)。1985年

6月，内江地区改为内江市(地级)，所辖区域不变，原内江市

(县级)改为市中区。新中国成立前的地名依当时名称，在首次出

现处以括号注今名。新中国成立后的地名，一般使用当时名称。

三、本志对历史朝代，一律沿用通称；在括号内注公元纪年，

如“民国35年(1946年)’’。新中国成立后则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

五、本志所用人口资料，新中国成立前的，均据旧县志和历

史档案。新中国成立后的，一般采用内江地区公安局存各县

(市)当年上报数。由于县以下行政区划变更(如1958年和1976

年，简阳县龙泉驿区和洛带区先后划归成都’市)及统计口径不同

等原因，1977年以前，公安、统计部门的数字有差异。本志将内

江地区统计局公布的全地区人口数附在第一章“历代总人口"之

％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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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地区位于四川盆地腹心，地跨东经104。11，～105。45，，

北纬29。11，～30。39'，面积13 340平方公里，1985年底辖内江、

资中、资阳、简阳、威远、隆昌、安岳、乐至8个县和内江市。本

地区土地肥美，雨量充沛，气候适宜，物产丰盛，工农业基础雄

厚，交通、商贸发达。1985年末，全地区工农业总产值达47．39

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3．38亿元，总人口809万，人口密

度为每平方公里607人。

内江地区开发历史悠久。1951年在资阳县黄鳝溪出土的“资

阳人"头骨化石表明，两万年以前，在内江这块土地上，就有人

类繁衍生息。内江是四川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

在旧中国，早婚、早育现象比较普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都很高，人口增长缓慢。东汉永和五年(1 40年)，内江地区有1 3

万人。此后，内江建制几经变更，人口时有增减。到民国26年

(1937年)，境内人口约478万。民国38年(1949年)，发展到538

万人。从公元140年至1 949年的1800余年间，境内人口增加了

。525万，每年平均递增2．06‰。

1950年至1985年，内江地区人口发展模式呈马鞍形：1 950

年至1957年，境内社会安定，生产迅速发展，人口连年增加，8

年增加91．4万多人，平均每年增加11．43万人；1958年至1962

年，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全区人口出现负增长，4年共减少1 08

万人，平均每年减少27万人，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一19．76％o；

1963年至1976年，内江地区进入第二个生育高峰期，平均每年增

加17．9万人，14年共增加250．7万人；1977年以后，由于实行

计划生育，全区人口稳定发展，9年共增加44．9万人，平均每年

增加5万人。1985年，内江地区有202．6万户，809万人，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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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4．0人，比1 949年增加112．6万户，户平均人口减少0．6人。

五六十年代，内江地区在群众中进行过计划生育宣传，但是

否节制生育，完全由育龄夫妇决定。70年代末以后，全区普遍推

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和鼓励一对夫

妇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有计划地照顾确有实际困难的人生育两

个孩子，限制无计划生育。1984年，全区人口出生率为8．85‰，

比1954年的40．17％o下降31．3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2．78‰，比1964年的34．09％o降低31．3个千分点。按1971年的

生育水平计算，1972年至1985年，内江地区少出生198万人，减

轻了人口对耕地、住房、教育等的压力。由于境内人口基数大，年

龄构成轻，我区人口发展速度仍然较快，人口增长与经济和社会

发展还不适应，必须在积极发展生产的同时，切实控制人口增长，

使二者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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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1987年11月，内江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组成编写组，正式着手

《内江地区人口计划生育怎》’的编写工作，并为此向各区、县计生

委和有关部门、单位发函，要求给予支持和配合。t编写组由李华

然、‘万松涛i曾凡西等人组成。编写人员边学习有关知识，边草

拟篇目。．：1988年1月，内江市计生委将经过五次修改的《莳江地

送人口计划生育志》篇目印发各区、县计生委及有关部门征求意

见。 ： ：．

1988年6月，内讧市计生委决定，《内江地区人口计划生育

志》由李华然任主编，同时增派曾庆梅参加修志工作，至1．988年

底，编写组查阅了市计生委保存的全部档案i摘记资料卡4000余

张，约80万字。 ， ，

‘。 ‘

j‘1989年1月，内江市计生委决定，将《内江地区人口计划生

育志》更名为《内江地区人口志》，并成立修志领导小组，由李书

荣任组长，李达孝、黄国隆、李华然任副组长，罗民佐、谭丈秀、

蒋思品、刘汉金、唐松柏、黄世君为成．员。内江市计生委办公会

议讨论通过了编写组拟订的主编、编辑职责：主编主持志书的编

纂业务工作，对志书的设计、组织和成书全过程负责，并负责起

草和修订凡例、篇目、概述及部分章节，审阅志书初稿，提出修

改意见。编辑依照篇目搜集、整理资料，编写部分章节。2月，编

写组拟订了《内江地区人口志》编写大纲，并广泛搜集有关资料。

1989年3月，内江市计生委鉴于本委人员少、任务重的实际

情况，决定由曾凡西另行组织人员，按照拟定的篇目和大纲编写

《内江地区人口志》，经费由内江市计生委支付，包干使用。此后，

曾凡西等先后到省、市、县有关单位查阅了大量文书档案，走访

当事人，搜集了许多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并对一些资料进行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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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核实、整理。去伪存真。

1990年1月，开始编写工作，陆续写出志书初稿。至1991年

3月，本志初稿全部完成。李华然阅读了全部志稿，提出了具体修

改意见，并对部分章节作了改写或重大修改。李达孝、李江海、魏

正雄分别阅读了全部或部分章节，并进行修改或提出修改意见。

1991年11月，内江市计生委将《内江地区人口志》初稿送内

江市地方志办公室审查，并再次进行修改，于1992年5月通过初

审。编写人员根据初审意见对志稿进一步加工后。于1992年9月

经内江市人民政府终审合格。批准出版。内江市计生委将本志交

中国人1：2出版社正式出版，公开发行。

在本志编辑出版过程中，受到了内江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市

地方志办公室、市公安局、市档案馆和中国人口出版社等单位的

大力支持。内江市计生委为编写组提供了修志所需的人、财、物，

保证了修志工作顺利开展。1990年。魏银河、梁群芳调内江市计

生委担任领导职务后，增补为委修志领导小组副组长。他们对修

志工作十分重视，为本志的审查、出版提供了条件。内江市计生

委黄国隆副主任、内江市方志办张仲荧副编审等为本志的编辑出

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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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大 事 i己

一九五四年

7月18日 简阳县人民政府转发中央卫生部《关于改进避孕

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卫妇C543 139号)，称：①已婚男女避

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②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在市场出

售，不加限制；③凡医学上认为不宜妊娠或子女稠密，在哺乳期

四个月内又继续怀孕而哺育有困难者，经夫妇申请，医师证明，单

位批准可以进行人工流产的手术；④结扎输精管应严格根据医学

上认为必要时方可进行。

本年 全区出生234 854人，出生率40．17％o；死亡82 178

人，死亡率14．06‰，年末总人口为5 924 571人。

一九五五年

7月9日 由本人申请，单位同意，院长批准，内江专区人民

医院周黎医师用双侧结扎切断法为已有八个子女的范毓菁施行

产后剖腹结扎输卵管术。

本年 召开全地区妇幼卫生人员座谈会，部署关于避孕技术

指导和有关宣传工作，并调配了避孕药品和用具。避孕只在机关

内部宣传，对个别要求施行手术者作了技术指导。

本年 全区出生218 767人，出生率36．43％。；死亡90 506

人，死亡率15．07％o；增加160 264人(含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

下同)，年末总人口6 084 835人。

一九五六年 ．

5月23日 内江专员公署(简称专署，下同)卫生科将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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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563卫妇崔字第13

号)转发给专区人民医院，要求认真执行。

10月25"-27．日 专署卫生科在内江举办有各县(市)及专级

有关厂矿、医院的医疗技术人员17人参加的训练班，学习节育政

策，有关避孕知识和技术，为开展避孕宣传教育作了准备。会后，

各县(市)在机关、学校、工矿、城市居民中宣传了避孕的意义

及有关知识，在医院、妇幼保健机构设立避孕指导门诊，内江市

成立了节育委员会。

本年 全区出生180 019人，出生率29．37％o，死亡69 893

人，死亡率11．40％o，增加87 41 6人，年末总人口6 172 251人。

一九五七年

1月 简阳县在城区进行节育工作试点。

5月 内江市、资中县分别对妇女的生育情况进行了调查。内

江市调查了一街三居委的528户2 131人，其中已婚妇女506人。

正处于生育期的336人，占已婚妇女的63．63％；有四个子女以上

的11 5人，占已婚妇女的34．2％。资中县城区四居委会563户

2 004人中，已婚育龄妇女208人，子女在四个以上的有50人。

6月 内江县在郭北区进行计划生育试点，重点向多子女父

母宣传避孕节育的好处。

8月 隆昌县成立节制生育委员会，开展避孕节育活动。

9月21日 专署卫生科称，当年五月，报上发表卫生部关于

修改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规定的消息后，到专区医院要求人工流

产的平均每天有一人，有时有三、四人，大部分是机关、企业工

作人员和教师、工人家属，有初孕妇，也有怀二胎和多胎的。1957

年5,--,9月，专区医院共做人工流产手术13例。

10月12日 专署卫生科《内江专区妇幼卫生工作概况》称，

1953年底，全区有县、区妇幼保健站13个，接生站129个，接生

员331名。1957年10月，有县保健站7个，接生站132个，接生

组织300个，助产员1 300人。全区新法接生平均占出生的20％，

城区占98％。全区绝育手术一般都在1957年6月开始。据专区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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