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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县计划生育志》的问世，是可喜可贺的。

这本史志，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文登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

展示了全县人民群众在人口发展史中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光辉业绩，总

结了许多可贵的经验，以深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我们党的计划生育方

针。政策的正确性·它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是一本很有

价值的县情人I：I和计划生育志书·

文登县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在全省起步最早的，自一九五六年宣传

提倡计划生育以来，已经历了三十多个春秋。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

有一大批干部积极分子，自愿带头实行了计划生育；六十年代初，文

登县在我省又最早提出了搿晚、稀、少丹的要求，显著地改变了。早，

密、多一的状况；七十年代进一步把控制人口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坚

持_两个计划一起订，两种生产一起抓一，使全县人1：／再生产基本实

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一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一

类型的转变；在国家提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特别是党中央提

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后，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响应，表现了胸怀

全局，心向四化的崇高思想觉悟。在三十多年计划生育工作的伟大实践

中，使生育从无政府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地增长，人们旧的生育观念

有了显著改变，全县少增人1：I三十多万，既控制了人口数量，又提

高了人口素质。这一巨大成就，在人口发展史中谱写了绚丽光彩的新

篇章。 ．

文登县的人民在实行计划生育过程中为全省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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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省内外享有很高的

声誉。早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国家就曾在文登召开了全国基层计划生

育工作现场会。之后，省委、省政府也曾先后三次在文登召开了全省

+计划生育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推广了文登的先进经验。文登县还曾

接待了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前来参观学习的干部和群众。这是文登人

民的光荣和骄傲。 ，

r编写史志，有益当代，惠及后人，意义深远。《文登县计划生育

志》的出版，把全县计划生育发展史料载入史册，给人们以借鉴。让

当代人、’后代人都从中了解我们这一时期计划生育工作走过的艰辛道

路，让他们知道计划生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它对人

们的思想、道德、精神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必将使人们从文登

的计划生育光辉成就中受到鼓舞，汲取经验，增强信心，增强力量，

把计划生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子孙

后代的健康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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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是一项极其伟大而光荣的事业。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

的一项基本国策，它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兴衰，是振兴中华造

福于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文登县自1 9 5 6年从事这伟大而光荣的

事业以来，在党中央计划生育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全县各级党组

织和政府的重视、关怀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支持下，经过3 0年的

艰苦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积累了不少经验。在全面落实中共中央

(8 4)7号文件三周年之际，在计划生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

下，我们编纂出版了《文登县计划生育志》。这是文登县计划生育史

上的一件大喜事。

文登县是老解放区，是“天福山起义”的所在地。计划生育3 0

年来，文登县凭着党和政府的领导，凭着老区人民对党有一片赤心的

思想基础，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vJ,来，文登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宣传教育为主．避孕

节育为主、经常工作为主一的工作方针，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努力提

高人口素质，使计划生育工作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出现了既有效地

控制了人口增长，又密切了党群关系，促进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

计戈I!生育实践中，文登人民大胆尝试，积极探索，善于积累，总结了

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为振兴文登、造福于子孙后代做出了积极贡献·

编写本志书，坚持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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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史料广征博采，反复考证，力求做

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本志书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文登县计划生育工作的机构沿革，政



策规定、宣传教育、工作措施、计划生育技术和成果等重要史实。这

为今后更好地贯彻执行我国的人口政策提供了借鉴，为研究文登县未

来人口发展，f．制订人口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提供了必要的人

1：／资料，对于各级党政领导和从事计划&-if：z：作的同志将有重要的参

考作用· -

本志书的编写，省、市计生委和县志办公室的同志给予了热情的指

导，县档案局，县级各医院、烟台市文登中心医院．县药材公司等

部门的同志都给予了积极配合，大力支持。许多老干部热情关心这项

工作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值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志书的出版，为发展我县的计划生育事业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有

益史料，相信读者能从志书中，了解我县计划生育3 0年的工作历

程，以吸取经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使计划生育工作再上一

层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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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6年底3 0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史程。全志共1 l章，3 9节，

1 4万余字。并辑录照片5 0余幅。

五、在正文中已详细记载的某些大事，在“大事记一中略写．

六、有些材料不便归类，又具有参考价值，便录存于搿大事记一

中·

七、本《志》资料来源主要从文登县档案局、统计局及本单位所

存资料中搜集，整理，同时搜集了部分口碑资料·

八，本《志》所涉及部门，按当时机构名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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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文登县位于山东半岛东部，昆嵛山东侧，地处东径1 2 i。4 3， ，

一1，2 2。l 8 7，北纬3 6。5 2 7—3 7。2 8，，东邻荣成县，

威海市，西接乳山县、牟平县，南、北濒临黄海，海岸线长1 7 3公

里。县境南北长6 8公里，东西宽5 2公里，总面积l 7．9 7平方公

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1 7％。

。文登一医县城东里许一山得名。据《寰宇记》载：“古老相传，秦

始皇东巡，召集文人登此山，论功颂德，因名。’’据本县石羊，沙里

店两处古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文物证明，距今约五千至一万

年，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息蕃衍。

文登县区划变化多次。1 9 4 0年6月，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之

前，县内区划基本稳定，全县分5个区，2 6个镇，1 7个乡；1 9

4 1年l 2月文登又划为。文登县一和。文西行署”两个县；1 9 4 5年

1月2 6日文西行署改称Ⅳ昆嵛县一；1 9 5 6年3月，文登、昆嵛

两县合并为文登县，划1镇6 4乡； l 9 5 8年成立1 4处公社，后
”

区划时有变动，．至1 9 8 4年划为9镇1 4乡，全县共有1 0 0 2个

自然村，设9 5 2个村民委员会·

清代以前，尚无完整的人口记录。据清光绪2 3年(1 8 9 7)

《文登县志》记载： 膏光绪l 5年(1 8 8 9年)全县共3 5 2 7 1

户。大小男女2 2 8 0 7 0名口。一民国1 9年(1 9 3 0年)全县
’

共8 2 5 7 1户，4 6 0 4 5 7口人，其中男2 3 7 9 2 6人，女



2 2 2 5 3 1人，民国2 5年(1 9 3 6年)全县共9 9 5 0 0户，

总人口为4 5 7 6 7 0人；·1 9 4 9年新中国成立后统计，全县

l 1 4 2 0 0户，5 2 5 7 3 0人；l 9 8 2年人口年龄构成：1 8

岁以下为2 2 l 9 l 5人；1 9岁至6 0岁为3 9 8 5 0 8人；6 l岁

以上为6 6 7 0 4人；l 9 8。6年，共7 0 9 2 9 5人，其中男

3 6 1 5 l 2人，女3 4 7 7 8 3人，性别比例为l 0 3：l 0 0，

共2 1 6 l 6 2户，平均每户3．3人，人口密度为3 9 5人／平方

公里，计有十个民族，以汉族为多。 ·

解放前，在封建思想影响下，人们“早婚、早育、多生”的现象

十分严重，人民群众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下，生活贫困，。身

体素质极差，加上战乱频繁、天灾不断，瘟疫流行、缺医少药，人口

死亡率很高。人口再生产形成“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类型。

建国前十三年，1 9 3 6年至l 9 4 9年人口由4 5 7 6 7 0人，增

加为5 2 5 7 3 O人，共增加6 8 0 6 0人，．每年平均增加5 2 3 5

人。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振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

卫生事业迅速发展，人口迅速增长。1 9 5 0年至l 9 5 7年，八年

间，全县人口增加7 7 5 6 6人，从而出现了第一次人口高峰，入口

自然增长率，由建国初期的8．4 o‰，到1 9 5 7年上升为2 3．

3 3‰；人口死亡率由建国初期的1 2．0 0‰，到1 9 5 7年下降

为9．4 1‰。人口再生产形成“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马鞍

类型。面对“马鞍类型”的人口再生产，引起县委、县人委的重视。

根据l 9 5 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宣传和推行节制生

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的精神。l 9 5 6年秋，由县卫生部门

牵头，开始在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中，宣传节制生育，号召机关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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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接受结扎手术．同时在叻里区蒿蚺村进行避孕节育试点工作。

l 9 5 7年4月成立了。文登县节制生育委员会”和“节育工作委员

会”，并作出了全县节制生育实施计划。5月又成立了“节育研究指导

小组”。县卫生部门培训了各区妇幼保健员，以指导农村节育工作的开

展。l 9 5 8年4月县委，县人委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把节育工

作列入百日奋战计划之内。 当时的口号是： “全党动员，人人行动，

苦战一个月，争取实现计划生育县。”l 9 5 8年上半年统计，全县

6 7 9 8 2名育龄妇女中7 0％以上实行了避孕，8 0％的订出生育

。计划，6 0％的青年作出晚婚计划。尔后正遇国良经济团难时期，全县

人I：／出现了建国后笫一次负增长，l 9 6 1年出生率为l 4．5 8‰。

死亡率上升到2 5．0 8‰，自然增长率下降到一1 0．5 0‰，全县人

口减少6 1 3 3人，由此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呈停滞状态。1 9 6 1年

秋，农业丰收，。经济始转，l 9 6 2年人l：r净增率陡增到2 8．9 8‰，

对此，县委、县人委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从而列入各级党委、政府的

重要议事日程。l 9 6 3年2月全县普遍开展了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活

动。3月l’9日，县委、县人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省委、省人委

‘提倡计划生育指示’的通知》。9月，县委批转了县妇联《关于开

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情况报告》．是年，全县培训了6 8 9 2名计划生

育宣传员，计划生育工作从此全面展开。年末统计出生2 6 4 3 8人，
一

出生率为4 1．9 0 ff,o，死亡率为8．6 0‰，自然增长率3 3．3 0‰，

这是文登人i：／发展史上出生率最高的一年。l 9 6 4年全县掀起了计

划生育高潮，各级党委和政府大抓多子女夫妇节育措施的落实。 1 9

6 5年统计，使用各种避孕工具的育龄夫妇达三万余人，施行四种节育

手术的达1 6 8 4 7人，其中男扎3 1 7 7人，女扎6 5 7 3人，放环
～⋯⋯～

3 9 6 1人，全县有计划生育宣传骨干2 4 7 2 4人，l 9 6 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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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9月，全省和全国计划生育经验交流会先后在文登召开。文登县的

计划生育工作经验，从此在全省，全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激发

起全县人民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干部、群众看到少生孩子对国

家、集体、个人的好处，要求节育的人越来越多。l 9 6 T年全县的

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为8．T 0‰，较l 9 5 T_f-的2 3．3 3‰，下降

T 1，4．6 3‰，人口急剧增长的势头初步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由于

“文化革命”的严重干扰，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继而落入低潮。 时至
1 9 7 0年，才重新步入正轨。．县委针对当时生育上“早、密、多一

的问题，提出了“晚、稀、少”的要求，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 9

7
1年9月3日全省计划生育经验交流会又在文登召开。自此，计划

生育实行“晚、稀、少”的经验得到了推广。 ．’’

1 9 T 5年为杜绝多胎，推行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全县掀起

落实绝育措施的高潮。据统计，是年实行女扎l 6 3 6 3例，男扎
9 l 4例，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6．3 5‰。这一年，是文登县计划

生育史上最关键的一年，文登人口从此步入低出生的年代。由于人口

连年得到有效控制，1 9 T 8年l 1月3日，全省计划生育经验交流

会第三次在文登召开，文登县设省委，省政府授予红旗单位的称号。
l 9 7 9年l 0月，县委根据中央6 9号文件精神，先后召开县

．

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全县有线广播大会，发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

个孩子”的号召。全县广大干部，职工，党，团员积极响应，特别是党
‘中央在1 9 8 0年9月1 O日为控制人口增长发出《致全体共产党

员、共青团员的一封公开信》后，全县生育对象中9 8．9 1％的夫妇

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报名终生只要一个孩子，领取了《独生子女优

待证》。截止1 9 8 3年底，全县一孩领证率达到9 9．5 4％，人口

自然增长率为5．9 T‰。计划外二胎和多胎生育也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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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 9 6 4年和1 9 8 2年先后两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证明，’

文登人口十八年间只增加5 3 7 3 2人，增长了8．4 8％，年平均

增长率为0．4 5％。比全国同期年平均增长率低1．6 5％。按育龄妇

女的总和生育率和人口递增率等几个方面的测算，从1 9 6 3年到

l 9 8 3年的二十年间，文登县累计少生3 0 4 0 0 0人。

1 9 8 4年春，国家计生委提议，省委、省政府决定对文登县

前二十年控制人口取得的巨大成绩举行纪念活动。1 9 8 4年4月

2 8日，在县委、县政府的主持下，隆重举行了“文登县计划生育二十周

年纪念大会一。国家计生委、省计生委、市委市政府及全省各地计生委

的领导同志都到会祝贺。县委书记刘洪本同志就二十年的计划生育工

作进行了全面总结，有力地促进了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1 9 8 4年5月，中共中央7号文件下达后，全县上下积极贯彻落

实。根据7号文件精神和省委指示，文登县开展了对农村独女户实

行膏间隔式一生育的试点工作。l 9 8 4年1 0月，在全省计划生育

工作会议上，文登县委副书记王德永同志就“问隔式一生育试点情况

作了重点汇报发言，得到省委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为全省普遍开展

农村独女户实行。间隔式”生育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经验。l 9 8 6年

3月在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上，文登县被国家

计划生育委员会誉为“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同年8月，国家计划生

育委员会和《半月谈》编辑部联合推荐文登县为全国十个计划生育红

旗县之一。

纵观文登县计划生育工作史程，可分为如下阶段：1 9 5 6年至

1 9 6 2年是注重搿宣传发动”的七年； 1 9 6 3年至1 9 8 3年可

谓。有效控制”的二十年； l 9 8 4年至1 9 8 6年是Ⅳ完善生育政

策”的三年。文登人民从“控制多胎”，“推行两胎’’，到“提倡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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