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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衡阳市地处湘南，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气候宜人，水资源丰富，适合人

类繁衍生息。自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以来，衡阳就有人口居住。迄今，衡阳

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已演绎了4000多年的人文历史。本次出版的《衡阳人口志》

收集、编纂了2000余年的人口史料，并重点编写了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的人

口出生、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工作措施等资料，是人口计生事业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服务当代，益于后代的一件盛事，具有“以史为鉴”、“资治垂训”

的作用，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o

在4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衡阳人口从少到多，由西周时期的3000余人

发展到现在的720万人：为衡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做出了重
■

要贡献。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生存环境、生活条件的改善，人口迅

速发展，人口总量直线上升，人口数量优势逐步转变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劣

势，计划生育工作，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衡阳的计划生育工作始于

50年代，先后经历过兴起阶段、试点阶段、全面推行阶段、深入发展阶段、稳
’

定提高阶段，逐步实现了人口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
’

死亡、低增长”转变。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衡阳计生工作走过了坎坷曲折的发

展道路，在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广大计生工作者敢于挑战几千年的人

口生育习俗，敢于挑战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封建思想，在计划生育“天下第一

难”的艰巨事业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为衡阳市的人口生育控制和

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通过几代人的执著追求和艰苦努力，人们的生育观念得到重大转变，少生

优生的思想逐步形成。衡阳市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01％o下降到2004年的
_

12．54如／∞，因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少生人口331．71万人，为城乡家庭节省了746亿

元抚养费，是2004年全市GDP的1．38倍。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 《

《衡阳人口志》客观记录了衡阳计生工作这一伟大事业的历史史实，翔实

记载了人Vl计生工作的重大政策、重大措施、动人事迹和主要成就。《衡阳人

口志》的出版，将激励一代又一代计生工作者发扬传统，与时俱进，开创更为

辉煌的未来。
-。

， 一

’

《衡阳人口志》在为期一年的编写过程中，全体编辑人员以对历史高度负

责的态度，走访调查，深入搜集资料，广泛征求意见，认真编写整理。同时，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各县市区计生

局的热情帮助，在此，谨向参与、支持和关心《衡阳人El志》编纂的同志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
。

衡阳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袁平

衡阳市人口计生委党组书记谭树理

2005年11月30日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

是的原则，力求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衡阳人口的发端、变动、发展的史实；

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总述》、《大事记》、《人口篇》上溯远古，下迄2004年； 《计划

生育篇》、《人物篇》起自50年代前期，止于2004年末，个别人口思想家追溯至

古、近代；个别事例和照片延伸到2006年。、

三、本志采用“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和“立足现行政区，尊重历史因素”，

恰当处理详略的原则及横述门类，纵述史实的方法。1983年前，。地市记述有分有

合，以合为主；耒阳市记述起自第三次人口普查；祁阳县1982年析出后未作记

述；南岳特区、南岳管理局、南岳县未作记述。

四、本志清代及以远采用各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以民国纪

年，括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采用记述体。图表列入相应章节，随文附列；人物篇，照片附传记

或简介，名录列表。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姓名。

六、本志资料来源，人口数据除文、表已标明来源外，主要来源于全国第

一、二、三、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地市社会统计、市年鉴、市统计年监、省、

市计生部门抽样调查认定的数据。其他篇章主要摘录于各级旧志、文书档案、报

刊、回忆录和各县市区计生局提供的资料。

七、本志地市级计划生育机构负责人表，只列地市级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行

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含副职)名单。

八、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者以卒年为序。仅限获得省及省以上

计划生育先进荣誉称号的。简介，排列以姓氏笔画为序。仅限于部省级模范(含

先进、优秀工作者)；市计生委副主任、县级计生局长(主任)现任副处以上干

部；科技人员副高以上；省、国家级计生先进工作者；省及省级以上党、人大、

政协代表；市级及以上标兵、劳模。名录列长期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县市区计划

生育局局长(党组书记)、计生协会会长和常务副会长、人口学会会长；市计生

委正科级干部，排列以地址编码和姓氏笔画为序。

f I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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