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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人口计划生育志》出版，是全市计划生育战线一件大

事，这部志书是以纪实求真的手法，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赤峰市人口

+发展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艰苦历程，这对研究历史，启迪后人，掌握

人口生产规律，指导计划生育工作，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起到一定的作用。

《赤峰市人口计划生育志》，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下，搜集大量资料，记述历代人口发展概况，回顾30年来计划生育

工作，总结基本工作经验和教训，从工作发展中可以体会到党的计

划生育工作方针、政策的正确，也反映出赤峰市委、市政府对计划

生育工作的重视和各级干部、计划生育战线上的专业工作者辛勤

努力、艰苦奋斗的精神。
‘

全书两篇，即《人口篇》、《计划生育篇》，共15章61节，30万”

．．字，《入口篇》详今略古记述了1949i1990年人口总量的变化，人

口分布与构成，婚姻、家庭、生育状况，人口与经济，人口素质等。

《计划生育篇》主要记述工作历程，机构设置，政策演变，宣传教

育，节育技术，优生优育和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志书中对各项工作一

进行阐述总结，我认为这对今后工作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是一本可

借鉴的重要历史资料。但史料会有遗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赤峰市计划生育工作年年有新进

展．工作向高层次深层次方向发展。为了适应不断变化了的新形

诤，提高整体工作水平，需要我们进·步强化思想教育工作，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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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人口计划生育志

现行生育政策，夯实基层网底工程，实行各级领导目标管理责任

制，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为赤峰市经济腾飞

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一

古人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从

这种观点来讲，本志书编写与出版的意义就不必赘述了。

陆万臣

1994年3月26日



凡

一、本志的编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

· 本原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二、本志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赤峰市人口发展与计划生育工作’·

的历程，以总结历史，启迪后人。

三、断限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始，至1990年止．‘人口

篇》主要记述1949—1990年人口发展状况，入口总量变动等情况。

《计划生育篇》主要记述1961—1990年赤峰市计划生育工作历程、

机构设置及计划生育政策演变等．

四、本志设《人l：I篇》(6章2l节)，《计划生育篇》(9章40节)，

两篇共15章6l节。《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入篇．

五、文体：采用语体丈、记述体．记述力求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以简明通俗为准。 ．

六、本志主要数据来自历史档案资料、赤峰市国民经济统计资

。

料、人口普查资料和计划生育部门现存资料．

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当时使用年号，并括注
·

公元纪年l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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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赤峰地区据考古学界考证，大约距今1万年至l万2千年以

前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几千年来，先后有东胡、乌桓、鲜卑、库莫奚、

女真、蒙古等各族人民生息、繁衍在这块沃土之上。赤峰市的西拉

沐沦河、老哈河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之一。到辽、金、元代便有了人口户数的记载，清朝曾有过人口调

查，在伪满时期经过人口调查，人口数量有较详细的记载。。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纳入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1949年建国后，全市人民政治上获得解放，随着经济的迅速

发展，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人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49—

1990年总人口由165．5万人增加到411．2万人，41年增长245．7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5．99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由15万人增长

到77．9万人；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5．4％上升到

15．5％，农业人口由94．6％下降到84．5％；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由1957年的6．9％到1990年上升到31．2％。劳动人口1964

年人口普查与1990年人口普查比较由44．36％上升到60．33％。

赤峰市人口发展情况分以下几个时期：第一、1950一1963年

处于无计划的自然生育状态，出生率由37．7‰上升到49．4‰，自

然增长率由27．7‰上升到37．390，年出生人数由61 785人上升

到122 725人，死亡率由10‰上升到12．1‰，处于高出生、高死

亡、高自然增长阶段。第二，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

生育的指示，各级党委、政府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日程，建立机构，

逐步开展起此项工作，到1966年出生率下降到35．40／00j自然增长

率下降到27．990。文革期间计划生育工作中断，1967一1972年每

年平均出生105 642人。第三，1973年以后，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国

家提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基本政策，1980年大力提倡一对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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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人口计划生育志

夫妇只生育一个孩。直到1989年这一时期出生率降到16．05‰，

死亡率降到4．14‰，自然增长率降到11．6‰，人口再生产的模式

从高出生、高死亡、高自然增长类型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

增长类型。

赤峰市入口发展41年来，经过1951--1957年和1962--1974

年两次生育高峰，人口增长速度很快。1975年以后是有效地控制

人口增长时期，16年全市少出生50万人，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增

加了积累，减少了教育、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压力；缓解了生态环境

失调；对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到2000年工农业总

产值“翻两番”、达小康的奋斗目标起到一定的作用。

赤峰市计划生育工作，经历了艰苦的历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前进，从盲目生

育到有计划的生育；思想上由不认识到认识，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工作上由一般号召纳入正常工作日程，由突击转入

经常，走上经常化、制度化、科学化管理的道路。概括起来大体经历

了以下几个阶段；

1957--1962年为宣传酝酿阶段，只是在城镇进行一般号召，

由卫生部门进行避孕、节育知识宣传和技术指导，启发人们采取避

孕节育措施。

1963--1966年，全市各地开展起节制生育工作，各级政府纳

入日程，建立机构，层层试点、以点带面逐步发动，大力培训节育技

术人员，到1965年末统计，全市30万有生育能力的妇女，40％以

上实行了计划生育。有7l％的公社卫生院开展节育手术。

1972年恢复计划生育机构以后，按照国家“四五”计划对控制

入口的要求，制定人口发展规划，生育政策有了较明确的规定，直

到1978年。在这一时期，盟委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发

动。一年大搞几次宣传活动，充实加强各级办事机构，落实人口计

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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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以后，各级政府制订了计划生育的生育政策，要求国

家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

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某些困难户和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

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但不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生育三胎，对

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和独生子女予以奖励。在少数民族中提倡

优生、优育，凡自愿只生育一个孩子并领取《独生子女证》者，可享

受独生子女的一切待遇。贯彻落实“三为主”方针。依靠社会力量，

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和渠道开展宣传教育。全市计划生育工作进入

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4年根据党中央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要求，

以改革统揽全局，统一思想，进一步完善具体政策，改进工作作风。

加强基层组织和宣传、技术、药具管理三网建设，开展“五访五问”、

“五上门”活动，加强信访工作，层层签定“生产、生育”双包合同，实

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赤峰市计划生育工作经过20多年的努力，人口过快增长得到

有效控制，人们的婚姻、生育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晚婚晚育、少生

优生的新风尚在逐渐形成，全市累计共做节育手术152万例，节育

率由1973的年49．6％到1990年上升到93％，晚婚率由24．1％上

升到75．3％。计划生育率由31．6％上升到80％以上。1978年3月

昭乌达盟被辽宁省评为先进地区；1984年12月，市计划生育委员’

会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先进单位；1986年3月，市计

划生育委员会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

赤峰市计划生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

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计划生育方针政策的结果，是在内蒙古自

治区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关怀、指导下取得的，是各有关部门大力支

持、密切配合和广大基层干部积极努力的结果，特别是从事计划生

育工作的同志，勇于克服困难，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做出了重大贡

献。
’

瞻望未来，任重道远，目前我们正面l|缶着一次新的人口生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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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人口计划生育志

峰，是控制人口的关键时期，我们要以开拓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

认真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为有

效控制人口增长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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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事记

1770年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乾隆大清会典》记载，昭乌达盟有

298个佐领，每个佐领150户，总户数为44 700户。

1910年 ．

宣统二年(1910年)，为“预备立宪”作过一次户口调查，赤峰

地区蒙古族25 356户，117 233人。
‘

．

1916年

民国5年(1916年)，据日伪满铁调查课调查，赤峰地区总人

口为87万余人．

1940年
t 民国29年(1940年)，查伪《康德七年十月一日现在满洲帝国

现住人口统计》，赤峰地区人口为158万人，其中男占总人口的

54．35％，女占总人口的45．65％，性比例(女----100)119．1。

．1946年

据昭鸟达盟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记载，赤峰地区总户数30．6

万，总人口为150．1万人。其中男占总人口的51．97％，女占总人

口的48．030N，性比例为108．2。
‘

1949年
’

据昭乌达盟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记载，总户数33．4万户，总人

口165．5万人，男占总人口的51．84％，女占48．16％，性比例
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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