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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生委毫笈年授予浣溪乡全国计生先进集体
●国家计生协≮℃Q年授予平水乡二仙村协先进位



编写地方志丛书说明

编写部门志是形势的新要求，是社会主义方志的

新发展，是现代社会经济和管理分工的新产物。我县

的部门志和乡镇志在各级党政领导下，从l 987年开

始，经过近四年奋战，数次易稿，现已陆续编印成
J》

1了。

部门志、乡镇志的编写以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可读性为目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导。它具有领属小、门类全

的特点，有较为翔实的资料，可详县志之略、补县志

之遗；有今人可用，后人可鉴，为各部门提供研究史

料和决策参考的作用。
。

．

茶陵县地方志丛书由各部门和各乡镇编写，经县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定，以成书先后为序排列。因受

编审水平的局限，错误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
读者予以指正。

茶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l 990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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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陵县人口志》定稿成书，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

事，是茶陵人口活动至今，笫一部比较完整的社会主

义入，口新方志。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关系到国家民族

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功在当今，利在后世的伟大事

业。正因为这样，全党全民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站在战略的高度，树立入口膨

胀的危机感和控制人口的使命感，象抓经济工作那样

抓好我县人口控制，为实现“八五”人口计划和十年

人口规划作出新的贡献。正因为如此，我们组织编修

这部人I：I志。
志稿篇幅不长，按照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要求，

体现了政治溯点正确，资料比较详实，有人口专业特

色，体例比较完善，记述比较流畅，有显明的时代、

地方特点，它融资料性、科学性、知识性于一体。用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党的十二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建国后《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全面记述了茶陵人

I：t兴衰起伏的历史乖现状，楼陈了篇巷后人口控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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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艰巨性、人口素质非提高不可的现实性和紧迫

性。如实地记述了贯彻执行“基本国策”的经验教

训，不谥美、不讳短，实事求是。

编纂《茶陵县人口志》，目的在于“存史、资

治、教化”。对县人了解国情、县情，围绕经济建设

这个中心，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搞好改革开放，

奔小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决策或研

究参考。丽，时，使计划生育王，作前有借鉴，后有启

迪，越搞越有成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谭 维 剐

1 992年4月1 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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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记述茶陵县人口发展历史、数量、分

布、结构、生育、节育现状，人口活动的环境资源、

社会经济条件，。目阿是“资治、教化、存史”作用，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力求体现时代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采用“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

上限明清时期始记事，部分条目适当上溯， 以彰历

史，下限1 990年。

四、本志以述、记、志、表、图、录为表述形

式。表、图除扉页图照外，随文插付；记、采编年体

与纪事本末体，资料选用与人口活动密切相关和历史

上特发事件；述，纵观历史，概略陈述，领其要略；

志，为表述主体，设章、节、目三个层次，横排竖

写，以时系事，寓观点于事实之中，不加评论，因事

系人，生不立传；录，辑录茶陵县“八五”期间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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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预测和国家、省、市、县有关文件、法律法规

等。

五、本志资料来源，主要取自档案资料，部分来

自走访、口碑、调查资料、数据以统计局公布的为

准，统计局没有的，来自主管部门。

六、本志行文，采用笫三人称、语体文、记述

体，解放前引用名人名言或典故从旧。计量单位，民

国前从俗，解放后采用国际通用标准，长度、体积用

米、公里；容量、面积用亩、万亩、平方公里、立方

米；重量用公斤、吨；比例直比通常用％，‰，横比

用百分点、千分点；时限，解放前冠以朝代年，括注

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数据，保挣小数

点后两位数，5位数以上缩写为万、亿为单位，力求

规范化。



目

编写地方志丛书说明

庠

凡例

概述⋯⋯⋯⋯⋯⋯⋯⋯⋯⋯?!⋯．．．⋯：⋯⋯⋯(1)

大事记⋯⋯⋯⋯⋯⋯⋯⋯⋯⋯⋯．．．⋯．．．⋯_⋯(4)

第·章数量规模⋯⋯⋯一⋯⋯⋯．．．-．⋯⋯””(21)

第一节 人口数量⋯⋯⋯⋯⋯-．．．⋯⋯⋯”(21)

第二节，。人口分布⋯⋯⋯．．．⋯．．．⋯叩⋯⋯(32)

第三节人口密度⋯⋯⋯⋯⋯⋯⋯⋯⋯⋯(33)

第二章人口结构⋯·‘⋯⋯⋯⋯⋯⋯．．．．．．⋯⋯09)

第一节 民族结构⋯⋯⋯⋯⋯⋯O Q O,·Q D⋯⋯(39)

第二节姓氏源考⋯⋯?⋯⋯⋯⋯⋯⋯⋯··(40)

第三节性别构成⋯⋯⋯⋯⋯⋯b bla-Q 01．·liQ⋯(58)

笫四节年龄结构．．．．．．⋯．．⋯⋯，⋯⋯⋯⋯(62)

筅五节 家庭婚育状况⋯⋯⋯⋯⋯⋯⋯⋯(64)

笫六节行业职业结构⋯⋯一⋯⋯⋯一⋯⋯(71)

第三章人口素质⋯⋯⋯⋯“。1 0 g

g·⋯·⋯⋯⋯⋯·08)

第一节身体素质⋯⋯⋯⋯⋯⋯⋯⋯“一·-(78)

第三节文化素质’螂_w?⋯⋯⋯⋯⋯··(85)

笫三节 思想道德素质⋯⋯⋯⋯⋯⋯⋯⋯(88)一



2

第四章人口与基本资源、社会经济条件⋯⋯(97)

第一节 自然资源⋯eO gI Ot gI O U OO O e O O O0 g o eo⋯·(97)

第二节社会经济条件⋯小．．⋯⋯“O 00 OO&⋯(103)

．第五章计划生育⋯⋯⋯⋯⋯⋯⋯⋯⋯⋯⋯⋯(110)

笫一节提倡晚婚，⋯⋯⋯⋯⋯⋯⋯!⋯⋯“(1_1、6)

第二节控制胎次⋯⋯⋯⋯⋯⋯⋯⋯⋯⋯(118)

第三节 限制计划外生育⋯⋯⋯⋯⋯⋯⋯(122)

第四节技术措施⋯⋯⋯⋯⋯⋯⋯⋯⋯⋯(123)

第五节 宣传教育⋯⋯⋯⋯⋯⋯⋯⋯⋯⋯(126)

第六节经费投入⋯⋯OI Q,l e Q⋯⋯⋯⋯⋯⋯(127)

第六章优生优育⋯⋯⋯⋯⋯_⋯⋯·?·¨⋯⋯(1 34)

第七章、计划生育机构⋯⋯⋯⋯⋯⋯．．．⋯⋯⋯(136)

附

编

第一．节行政机构O gO OQ1
0．00

Q O0⋯⋯⋯⋯⋯⋯(1 36)

第二节党群组织⋯⋯⋯⋯⋯⋯⋯⋯⋯⋯(145)

第三节技术指导站．．．⋯⋯⋯⋯⋯⋯⋯⋯(153)

录⋯⋯⋯⋯⋯⋯⋯⋯⋯⋯⋯⋯⋯⋯⋯⋯(155)

一、茶陵县“八五”人口发展规划预测⋯(155)

二、党和国家领导人谈人口生育节制⋯⋯(161)

三、国家、省、市、县有关计划生育

文件(摘录)⋯⋯⋯⋯⋯⋯⋯⋯⋯⋯(163)

四、推行计划生育有关法律i法规⋯⋯⋯(182)

五、古代的节制生育观⋯⋯．．．⋯⋯⋯⋯⋯(i92)

六、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193)



概， 述

1987年，考古界对茶陵县界首镇火星村独岭坳

打大溪文化”遗址的发现和鉴证，距今7000年前，荼

。陵这块土地就有祖先在繁衍生息。

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州内3．3462万户，

17．7202万人。后因历史变迁、战乱灾疫频繁，人口

多次锐减。明洪武二十四年(1 391)，州内1．2568万户

5．6563万人。正德七年(1 5 12)至万历二十年(1 592)，

州内仅6000户上下，人口在2．2～2．7万人之间。清康

熙三年(1664)，再次减少到5 387户，2．1838万人，

康熙五十二年(1 7 l 3)后，朝廷推行“滋生人丁，永

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稳定和促进了人口发

展。从1664年到1816年的152年，年平均增加1182人，

民国期间，县内人口有两次锐减。民国6年

(1 917)，县内28．6704万人。民国15年后，国内第

一、二次革命战争期间，长达1 o余年的革命与反革命

殊死搏斗中，人口锐减。1 934年人口比1 928年下降近

20％，5000余名革命烈士和3万余县民的鲜血染红了

这块古老的土地。民国33年，日军犯茶，大肆烧杀抢
掠， 1946年人口比1941年再次减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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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优

越，人口发展很快。41年净增人口30佘万人，头一个

净增lo万人强了18年，第二个突破10万人只有lo年，

第三个人口净增1 o万人是1 3#-。

茶陵县土地总面积2500平方公里(375万亩)，自然

资源比较丰富，气候适宜人口繁衍。解放前人民生活

长期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人口再生产类型总的是“高

出生、高死亡、低增长”。1949年，人均工农业生产

总产值仅1 3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 9．74元。到1 990年

人均工农业总产值7 97元，比1 949年增长48．6倍；但农

民人均年纯收入仅增长17．53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加强，人口出生率由1 981年的
2 3．57‰下降到1 986年的1 5．95‰。但由于人口基数

大，年龄构成轻，入口增长仍然过快，制约着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人均耕地由1 949年的1．89亩，1 990年减

少到0．78亩，人均占有粮食1 985年569公斤，1 990年只

有526公斤，呈下降趋势。森林覆盖率1958年34％，

比解放初期减少近1倍，1 985年再次下降为31．03％。

教育虽有很大发展，1990年教育投入1058．67万元，

比1 952年增长38倍多，但仍很紧张。1 990年人口普

查，全县l 5周岁以上文盲、半文盲率占．1 6．5％，比全

萄、全省、全市分别高出0．38、4．4、7．98个百分点。
l 990年，全县国民收入总额比1 980年增长1 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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