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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桂林市计划生育志》在桂林市各级领导的热情关怀、大力

支持和编修人员的努力下，经过近四年的广征博采和紧张的编

纂，终于问世了．它第一次翔实、系统、客观地记述了桂林市计划

生育工作发展的历史、现状、经验和教训，是一部很好的地情资

料书；是“资治、教化、存史”的重要资料j它将起到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以史为鉴的重要作用．希望广大的计划生育工作者认真

地读志、用志，了解和认识桂林市计划生育工作发展的历程，弘

扬老一辈计划生育工作者艰苦创业的精神，积极探索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工作的规律，不断改进工作方法，进一

步把计划生育工作抓紧抓好．

目前，我市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计划生育工作者任重道

远。让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党中央的路线、方针、

政策，以坚韧不拔、求实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为把桂林市建设

成人口适量、风景秀丽、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的现代化国际

旅游城市而努力奋斗。

1998年12月14日

(作者为桂林市政府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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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桂林市计划生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实记述桂林市计划生育事

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资料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为桂林市和各县(区)计划生育事业

之发端，简略追述解放前桂林市区人口发展状况，下限为1995

年12月31日．

三、本志记述范围为1995年底桂林市行政区域内的

县(区)，乡(镇)、村(居)委会的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变化情

况。为了便于对比说明问题，将阳朔县、临桂县划归桂林市管辖

以前的情况一并记述。

四、本志横排门类、纵写始末，采用章、节、目三级结构．

五、本志记述各级领导机关，采用习惯简称。如“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书为“中共中央”或“党中央”，4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书为“国家计生委”，“中国共产党广西壮

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

桂林市委员会”、“桂林市人民政府”书为“自治区党委”、“自治区

政府”和“市委”、“市政府”．

六、本志资料主要源于桂林图书馆、市档案馆、《桂林市

鉴》、《桂林市统计年鉴》，以及自治区、市、县(区)计生委档案和

市卫生系统档案等，少量是知情人提供并经过核实的资料，概不

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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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桂林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至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铁路长431公里。民国29年(1940)建市时，确定市区范围：城区

有八桂、白龙、培凤、义南、东江、凤北6个镇，郊区有太沙、柘木，

东附廓、西南附廓、北附廓、三合6个乡，总面积265平方公

里。35年扩大到352平方公里。1949年12月，郊区划为东郊、西

郊、南郊、北郊4个区．1950年初，市区面积277平方公里。3月，

将东、南、北3个郊区分别划归临桂县和灵川县管辖，市区面积

61平方公里．1952年9月，收回划出的3个郊区。1959年市区扩

展到雁山公社，总面积535平方公里。1981年7月，从灵川县划

来草坪、潜经2个大队成立草坪人民公社，市区面积增加到565

平方公里。同时，阳朔县划归桂林市管辖。1983年10月，临桂县

划归桂林市管辖。1995年，全市辖临桂、阳朔两个县、一个郊区

和象山、秀峰、叠彩、七星四个城区，总面积4195平方公里。其

中：城区33．4平方公里，郊区531．6平方公里，临桂县2202平

方公里，阳朔县1428平方公里．

民国29年桂林市区有19万多人．抗日战争期间，33年3月

增至30．95万人，9月大疏散前有50多万人。33年11月至34年

7月，日军侵占桂林期间，城区只有2000～3000人。日军投降后，

34年末，市区恢复到14万多人．38年8月14．87万人．在解放

前，城区人口出生率低，死亡率高。民国22～36年有资料记载的

13年中，有12年人口是负增长．

1949年11月22日，桂林市解放。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解放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和医疗条件

逐步改善，人口迅速发展．从1956年开始，在人口稠密的城区，

市妇幼保健院和市妇女联合会派干部到机关、单位宣传避孕知

识，进行节育技术指导。当时没有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也没有

认真落实避孕节育的具体措施，人口生育基本上呈自然状

态。1954～1958年，全市(含临桂、阳朔县)人口年平均出生率

35．48‰，其中城区1954年人口出生率达47．19‰，这期间是解

放后全市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期。1959～1961年经济困难时

期，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全市人口自然增长率，1960

年负20．39‰，1961年负11．11‰。1962年后，国民经济逐步恢

复，发展，人口出现补偿性生育，1963年，全市人口出生率

48．98‰，到70年代，是全市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期．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和《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精神，1963年底至1964年

初，桂林市和阳朔、临桂两县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机构和办

公室，宣传适当推迟初婚年龄，提倡计划生育，提出“一少、二好、

三多、四错”(即一对夫妇生1个孩子少了，2个正好，3个多了，4

个以上犯错误)的要求．1964年，市区女性23岁以上初婚的占当

年初婚总人数的88．75％，男性26岁以上初婚的占93．33％，人

口出生率比1963年下降10．73个千分点．1966～1970年，受“文

化大革命”的影响，计生办停止工作，人口生育无人管理．全市年

均出生率为31．62‰。1970年，市区和阳朔县各抽出1～2名干

部抓计划生育工作。1975年，市和两县恢复计生领导机构和办

公室，加大宣传力度，提出人口生育计划和控制措施。全市人口

出生率1971年为29．30‰，1980年降到18．75‰．1981年，农村

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队、生产队无人管计划生育工

作，许多人趁机抢生。1981年人口出生率回升到20．94‰。1985

年后，市、县(区)进一步健全计生管理机构，充实人员，完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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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法规，推行计生目标管理责任制，每年开展1～2次计

生宣传月活动，采取思想教育、行政干预、经济处罚的综合措施，

提倡、奖励一对夫妇只生1个孩子，严格控制计划外生育。全市

人口出生率，1984年19．39‰，1995年降到10．52‰，平稳地渡过

了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

全面开展计生工作后，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减缓了人口与经

济的矛盾，提高了人均收入。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1978年，全

市社会总产值达10．6亿元，其中工农业总产值9，65亿元，比

1950年6029万元增长15倍，年均增长10．41％。国内生产总值，

按当年价计算，1978年达4．72亿元，1995年增加到70．06亿元，

增长13．8倍，年均增长17．20％。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增

长速度放慢，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区居民年均生活费收

入：1950年63．02元，1978年292．06元，28年年均增长

5．63％；1995年4966．39元，比1978年增长16倍，年均增长

18．14％．农民人均纯收入；郊区，1950年40元，1978年84．86

元，28年年均增长2．72％；1995年1829元，17年年均增长

19．80％。临桂县，1950年51元，1978年75元，年均增长1．38％；

1995年1521元，后1 7年年均增长19．37％．全市人均产

粮：1950年226公斤，1978年24l公斤，28年年均增长

O．23％；1996年281．4公斤，后17年年均增长0．92％。城乡居民

人均储蓄存款余额：1978年为33．13元，1995年上升到4410

元．

桂林市人口与计生工作发展变化，呈现下列特点：

人口盲目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全市人口出生率由

1954年的37．60‰，逐步下降到1995年的10．52‰，降低27．08

个千分点。按1954～1974年的平均出生率31．68‰计算，1975～

1995年，全市少生34．5万人．

， 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快于汉族．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市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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