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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

事求是地记述黔西南州人口变化情况和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为当前

和今后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服务。为全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

二、本志上限自事件始发端，下限截至2002年底。

三、本志统计数据中各种比率，按《计划生育统计》规范沿用。

四、本志根据黔西南州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州统计局、州史志办公

室统计数据及文稿编纂。由于历代和民国时期人口数据资料难于收

集，故只能简述。

五、本志行文中所使用“解放后"一词，指1949年儿月贵州人民政

府建立后。



序一

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的一项基本

国策o 20世纪70年代末，党中央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

代化，必须考虑中国国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点。为此，我

国提出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作了明

确规定，确立了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o

2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不断加强和

改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有效地抑制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为

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口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创

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黔西南州委、州政府始终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

作作为一项战略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州、县

(市、区)、乡(镇)、村相应成立了以党委一把手为组长、政府主要领导和

党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

作领导小组，加强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层层签订责任状，狠

抓落实。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有

关方针政策，坚持“三不变"、贯彻“三为主”、落实“三结合"，并在工作实

践中不断探索创新，使我州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基本实现了“两个转

变”(即由单纯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把计划生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紧

密结合，采取综合治理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

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相统一的工

作机制转变)，初步形成“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

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促进了我州人民群众婚育观念的转变，促进

了我州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据2003年统计，我州人口出



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41．19％o和30．08％o下降

到18％o和11％o，多孩率由43％下降到4．1％，计划生育率由48％上升

到83．2％o按照20世纪70年代初的生育水平推算，30余年我州少出

生人12近86万。

编志是一件十分光荣而有意义的工作。志书是历史的见证，是我

们心血付出的见证，是我们工作成果的见证o《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志·人12与计划生育志》，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全州广大干部群众在州

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切实有效地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光辉历

程。该志资料丰富，内容详实，文字流畅，语言通俗，具有较强的史料性

和参考性。

编志也是一项极其艰辛的任务。工作量大，水平要求高，时间紧，

但全州广大史志工作者始终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进行收集资料、整理

文字、编辑校对等系列的工作。同时，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许多

部门、行业及其有关人士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昨天的辉煌，是今天的动力。读史，使我们全面了解过去，也使我

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坚信，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州

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州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将会取得新

的辉煌，载入新的史册!

中共黔西南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凤莲

2005年5月于兴义



序二

30多年的艰辛努力，30多年的不懈追求，黔西南州计划生育工作

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为全州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编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人口与

计划生育志》，旨在书写黔西南州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成绩，记

载广大干部群众的贡献，总结30多年的工作经验和成绩，以资为今后

的计生工作所借鉴o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人口与计划生育志》尽可能地收集

了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的资料和数据，记载了黔西南州各个时期的人

口增长及政策法规、节(绝)育措施、宣传教育、计划生育的基层基础、优

质服务等情况。以期让人们了解全州各个时期入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

面貌，让更多的人关心支持计划生育工作，共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新时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任重而道远，只要我们树立科学文

明进步的婚育观和加强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殖

健康水平，把实现、维护、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

宿，牢记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落实好“依法管理，村

(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这个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的新机制，黔西南州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就会稳步、健康、持续的发

展，它将尽快进入低生育水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黔西南州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局长 曾孔祥

200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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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计划生育志

概， 述

黔西南州地处东经104度35分至106度32分，北纬24度38分至

26度11分之间，东西长210公里，南北宽127公里，位于贵州省西南

部、云贵高原东南端，与云南省和广西自治区毗邻，古有“西南屏障"、

“滇黔锁钥"之称。全州辖8个县市、1个开发区、129个乡镇，国土面积

16804平方公里o 2002年总人口30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42．47％，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72人。

据史志记载，今黔西南所辖地域殷朝为荆州西南裔，称为“鬼方"o

周朝属越地，春秋战国时期属夜郎国。秦朝归象郡属，秦未又属夜朗

国。西汉时期分述郡和夜朗国所辖。唐初，分别属于黔中道、剑南道及

国。唐中、晚期，分别属于于矢部及罗甸国。宋朝中晚期，分别属于自

杞国及罗甸国。元代，分别属于云南省曲靖宣慰司的普定路、普安路和

湖广行省八番顺元宣慰司的泗城州。明代，分别属于贵州安顺军民府

的普安卫、安南卫和广西布政司的泗城州安隆长官司。清代，属贵州行

省，设有南笼厅、南龙府、兴义府、永丰州、普安县、安南县、兴义县。嘉

庆二年(1797年)，改南龙府为兴义府，府址设在今安龙县城。

民国3年(1914年)，撤销兴义府，设立贵西道。民国9年(1920

年)，撒销贵西道，各县直属贵州省。民国24年(1935年)5月，属第三

行政督察区，驻兴仁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初设立贵州

省兴仁专署，辖兴仁、兴义、普安、晴隆、关岭、盘县、安龙、贞丰、册亨、望

谟lO县。专署驻兴仁县城o 1952年12月4日，经政务院批准，改兴仁

专署为兴义专署。专署移驻兴义县城o 1956年安龙、册亨、望谟、贞丰



概述

4县划归黔南州o 1956年7月18日，撤销兴义专署，所辖兴义、兴仁、

盘县、普安、关岭、睛隆6县划归安顺o 1965年8月17日恢复兴义专

署。辖兴义、兴仁、盘县、普安、晴隆、安龙、贞丰、册亨、望谟9县，1971

年1月1日，盘县改为特区，归六盘水市o 1981年9月21日经国务院

批准，撒销兴义地区，设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原行政区划未变

更。

由于各个时期所辖区域不同，有关人12数据和情况残缺不全，加之

历代和民国时期不重视人12统计工作，统计质量又十分的低劣，一些人

口数据仅散见于各县不同的年份，难于汇总。据清咸丰十三年(1853

年)成书的《兴义府志》记载，当时兴义全境户口仅有79500户，281900

人。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在“男尊女卑”、“无后为大”等

封建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早婚、早育、多生”的现象十分严重，人口出生

率很高，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下，

生活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难以养活众多子女，加之战乱频频、

瘟疫流行、缺医少药、人口死亡率很高。属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

自增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o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州境内

总人口为1067796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4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3年来，黔西南州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

作大体分为四个时期。

一、1953。1970年。是计划生育的酝酿时期。人口增长经历了几个

阶段

1953．1957年，是计划生育的酝酿阶段，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生

活改善，党和政府加强了防治疾病的工作，死亡率降低，人口增长较快。

这段时期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节制生育的要求，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

也提出了“新人口论"o黔西南(当时部分县属安顺专区，部分县属黔南

州)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全州人口由1949年的

1067796人增加到1957年的1230668人，8年间，人口增加162872人，增

长15．25％，每年平均递增1．9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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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1年，由于3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减缓，

1961年人口呈负增长状态o ，

1962。1970年，是计划生育的试行阶段，人口增长过快。经过国民

经济调整，农业生产逐步好转，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城乡居民生

活有了改善，人口出生率随之大幅度回升o 1962年出生52292人，出生

率高达40．76％D，1964．1965年两年出现生育高峰，两年人口出生率分

别高达51．26％0和51．18％Do这引起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加

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宣传教育工作，晚婚晚育和计划生育开始为一

部分群众接受，但这一良好开端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干扰。由

于动乱，全州各级党委、政府没有精力去抓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人口

出生处于无政府状态，出生率一直在41．19％o和43．78％0之间徘徊，人

口增长很猛，从1966年的1458055人增加到1970年的1655471人，5年

间人口净增197416人，增长13．53％，每年平均递增2．7％o

二、1971。1978年是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初步开展时期，人口增长开

始得到控制

’1971年7月8日，国务院颁发(1971)51号文件。根据中央指示，当

时的兴义地区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恢复了兴义地区行署计划生育

办公室。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o以控制

多胎生育为主，计划生育工作逐渐被广大群众接受，全州人口由1971

年的1708720人增加到1978年的2031100人，增加322380人，增长

18．9％，每年平均递增2．36％o

三、1979。1988年，是计划生育的深入发展时期，人口增长受到有

效控制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邓小平提出要从

‘国情出发加强计划生育工作o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

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o 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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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强调“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

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o并在12月4日召开

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相适应o"“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些指示，各级党委、政府开始把计划生育工作列为

一项战略任务，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统筹安排。州、县各级党委、政府结

合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了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管理办法。州人民政

府制定了《关于黔西南州计划生育政策的若干规定》即(1984)8号文

件，对黔西南州的生育政策、奖惩政策、技术措施等作了明确规定，规范

了黔西南州的生育、节育办法，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人民群众响应

州委、州政府的号召，积极投身于全州I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工作。许多

已有两个孩子的党政领导干部，积极带头落实各项节育措施。据1983

年底统计，全州当年就有2500多名乡级(股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带头

落实绝育手术，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级干部的带头下，全州I掀起落

实绝育措施高潮，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群众采取各种节育措施。这一

时期计划生育机构和队伍得到加强，生育政策进一步完善，采取开“小

口子"，堵“大口子”，刹“歪口子"的政策调整，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逐步

改进。人口从1979年的2064162人增加到1988年的2425333人，10年

间，人口净增361171人，增长17．5％，每年平均递增1．75％o

四、从1989年起，是计划生育的不断完善时期

这一时期，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和计划

生育工作。从1991年开始，每年党中央、国务院都要召开一次高层次

的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要发表重要讲话，江总

书记特别提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党政一把手必须亲自抓、负总责，并先。

后提出了8条要求。黔西南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指示，把控

制人口工作放到同经济工作同等位置来抓，计划生育“三不变"(即坚持

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既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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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控制目标不变)、“三为主"(即计划生育工作要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

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三结合”(即把计划生育同发展经济相结合，

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促进计

划生育的“两个转变”(即由既定的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

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

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

相统一的工作机制转变)工作模式初步形成，计划生育基层工作得到加

强，乡镇计划生育人员、器械、业务用房建设有了长足进步，工作重心以

“村为主”，村自管理计划生育体制初步形成，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17与计划生育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及《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的颁布执行，依法管理计划生育的氛围已形成，州、县、乡、村各

级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不断完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办证人数增

多，两女户结扎逐步打开局面，有效地控制了人17过快增长。人口从

1988年的2425333人增加到2002年的3030000人，15年人口净增

604667人，增长24．93％，平均每年递增1．66％o

在黔西南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全州各级党委、政府从战略和全

局的高度，充分认识人17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始

终坚持发展经济与控制人17两手抓，逐步建立“依法管理、村(居)民自

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逐步提高了人口与计

划生育工作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这一阶段，虽然黔西南州正处于

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仍取得了显著成效，人口

出生率和自增率分别由1970年的41．19％o和30．08‰下降到2002年的

18．31％o和11．91％o，多孩率由43％下降到4．2％，计划生育率由48％上

升到79．7％，如按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生育水平推算，全州少生近85

万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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