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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翘盼己久的《新晃侗族自治县计习l生育志》经过焚膏继晷的

辛勤笔耕，现己付梓问世了。这是我县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史上的

一件大事。我想，一切重视，关心，支持和直接为计划生育事业

而出力献策的人，都会对这一功在当今，惠及后人的文化工程的

完成抚额相庆o i
‘t

．，全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

律法规为思想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略古详今的原则，采用横排门

安、纵记史实的方法。记述了我县人口发展的历史，人口过快增 --

长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和计划生育工作的

开展及其现状，从而比较客观地总结了一个历史时期内计划生育

工作的成就、教训和经验。应该说，该志是集思想性，资料性，

科学性于一体，冶可读性，实用性于一炉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一部

专志o
’

●

人口问题，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进步紧密相关。人口

的过快增长和人口素质的低下，与贫穷落后是一对孪生兄妹，这

是被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了的口因此，实行计划生育，全面提高人’ ·

口素质，对于加快我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对于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我县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县，在实行计戋Il生育这一问题上，

、由于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原因，曾走过一段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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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党的十_届三中全会以后，计划生育被确定为我国的。

．项基本国策，并相继制定和完善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从而

使这一工作步入了有序的运行轨道。经过多年艰苦细致的宣传教

育和技术服务，我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局面已有很大改观：组织网

．络已延伸到了村组事计划生育协会正在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人口

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群众中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

念已有了明显改变善：法制化，科学化-制度化的工作秩序已基本

建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我县广大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为落实基

本国策，不顾寒暑易节，不顾路陡沟深，走村串户，服务上门，

茁肉退骨立而在所不辞9他们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会留在历史的

丰碑上和人们的·嚣碑上的。 一 ， 。
．

；一√计划生育是全县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非常关心的大事。我们

总结过去，目的在于着眼当前和未来。我县计划生育事业的发

展i应该迅速违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党的生育政策与群众的生

育愿望统一起来，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与全面提高人口素质统

r起拳，将实行计划生育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统一起

来。这样，将会极大地促进我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从而

德开划生育这一利国利民的工作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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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宗悟

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



凡 。例 ．

一、《新晃侗族自治县计划生育志》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
‘

论、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为指导思想，以国家计生委统

编的《计划生育干部岗位培训教材》为业务理论依据。坚持实事

求是和详今略古的原则，采用横分门类、纵记史实的写法，全面

记述全县人口发展历史，人口过快增长对生态经济的影响，计划

生育工作的开展和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以述，记、志，录等体裁，记述史实，辅以图、

表，照片等作为补充。除引用古籍沿用文言文外，一律用语体文

记述。 。

’

，

三，全志设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有的予目用黑体字
r

标题。
。

●

。 四、时间断限：上限以有史料记载为始，下限为1993年，个

t剔事物延至定稿时o

五，历史纪年，标朝代年号，解放后，统一用公元纪年，直

书其年代数。1949年11月7日晃县解放。1949年11月7日前称解

． ．放前，1949年11月7日后称解放后。
’

六，各种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地名、机关、职

务用当时名称，．必要时在后加括号说明；人物称谓直书其名。

七，解放后的计量单位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解放前的计量单位，均照实记载，不另加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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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全县性数据用县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业务数据用县计生
，

局统计数据。

九、‘资料主要来自档案及专题调查，。个别资料来自口碑，经

考证后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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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新晃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最西部，三面楔入贵州。东连本省

芷江县，南、西、北分别与贵州省的天柱，三穗，镇远、玉屏县

及万山特区接壤。地理座标为东经108。47．，1护"～109。267 45∥，北

纬27。4 7，16∥"--27。297 58∥。东西长52．5公里，南北宽42．3公里，

总土地面积为1510．8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84．22％，山原古
。

1．34％，丘陵占7．81％，岗地占0．33％，溪谷平原占4．79％，水

域占10 51％。地处云贵高原苗岭余脉延伸末端，雪峰山脉以西，，

武陵山脉以南。既有山区特色，又展高原地相。‘山峦起伏，沟谷纵

横，群山之中有小盆地发育。海拔高度在287．7～1136．3米之间。4

地形地貌复杂，小气候多样，垂直差异大b县气象站30年(196Q

"-'1990)气象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16．5℃，年平均降水量1137．4

。毫米，相对湿度80％，日照1303．4小时，。无霜期297．3天，≥10℃

的活动积温5‘197．80℃，．气温垂直递减率平均为0．6047℃／lOO米。

主要溪河有i舞水、平溪、西溪、中和溪、龙溪，俗称“四溪一

水”。生物资源丰富，农业立体层次明显。大致是海拔4 5 o米以

下地带，一般地形较开阔，耕地较集中，交通、水利条件较好，

农牧业发达，人口密度大。海拔450"-'700米地带，光照，温度较

好，交通、水利条件较差，林业比重大，趋向农林牧综合发展。

⑧_



侗族多依山傍水聚居，人口相对集中。海拔7 00米以上地带，气

一 温低，农业生产条件差，山多田少，耕地后备资源缺乏，大多种

植旱粮，有选择地发展一些林牧业，入口稀少。1993年，全县共， ，．

有耕地21．38万亩，人平0．87亩，其中水田15．27万亩，人平0．62
．工
田o

新晃是以侗族为主的多民族山区县。1990年第四次人l：／普

查，全县有侗、汉，苗，回、土惑藏，维吾尔、壮，满、布依、

瑶、白、土、彝，仫佬，仡佬、傣、黎、水19个民族，总人口为

239016人。侗族占75．5％，主要分布在平溪、西溪流域及中和溪

上游。汉族占16．9％，主要分布在县城及县城附近的i舞水河两

岸。苗族占7．4％，主要分布在东南部时步头降、米贝两个苗族

乡。回族2 8 2人，、主要分布在方家屯乡枫树屯、杨家桥两个村。 j

其他民族人数不多，散居于县城及农村。

1993年，全县共辖19个乡(含步头降、米贝两个苗族乡)，

4个镇，4个县属农林渔牧场和一个省属汞矿，3 0 6个村(居)

民委员会，3031个村(居)民小组。共62421户(其中农业户54209

户)，245023人(其中农业人口221962人)．。

新晃素有“湘西门户"之称。县城经济、商业比较繁荣，文，

化比较发达，清代以来为湘黔之间的重要通道和物资集散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

革开放。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产业结构，克服

单一化的生产模式。利用山区资源，走大农业全面发展的路子。．

同时依靠科技兴农，推广良种良法，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

积产量。1993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1585 6万元，比1949年增加

2



10倍，人平纯收入637元。。粮食总产78869吨，比1949年增加2．6

倍，耕地亩平产粮3 6 9公斤。工业和乡镇企业通过体制改革，开
”

．拓生产门路，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强企业管理，生产有

了长足发展。工业生产体系初步形成。全县新建冶炼厂，，农药

厂-饲料厂，重晶石矿，改造和扩建卷烟厂，汽车化油器厂，机
’

．械制造总厂、酒厂，纺织厂，水泥厂，彩印厂，造纸厂等6 1993年，

全县有工业企业90多家(含乡镇工业企业)，职工13700)L，工业

总产值达31658万元，比1976年增长16倍，]．-匕1949年增长198倍。

交通建设，90年代初，全县己形成完整的运输网络簟1993年

全县公路全长1001．7公里，“3 2 0’’国道(上昆公路)过境34．8

公里，23个乡镇都通公路；296个农村有279个村通公路。湘黔铁

路过境33公里，设有波洲，新晃，酒店塘三个车站。县内邮政电

、 信迅速发展。己形成以县城为中心，贯通全县，并与全国各地相

联结的初具现代化规模的邮电通讯网络。新技术，新设备不断采

用，开通了省内．．国内程控直拨电话，大大提高了通讯能力及通

讯质量。，、 ．。．．二：．。’：、i一‘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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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在兴隆乡柏树林村大桥溪、‘波洲镇曹家溪、方
· ．家屯乡石坞溪等地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刮削器，’尖状器’』

石核、·石片等石器。经专家考证，早在5至10万年前，就有人类

， 在新晃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然而由于地处偏僻山区，交通闭

塞，自然灾害严重，疫病流行，战争频繁等原因，历史上人口发

展缓慢，人口自然消长变幅大。唐大历五年(770)置奖’州龙溪
．

：

： 冀



。郡，’辖峨山1：渭溪、梓姜8县，有卢1672,：口7284。五代后梁开

·。年初(约9 o 7)’；渭溪县废，．．首长田氏在故县治筑城堡，自称晃

州，户不足·百。’宋崇宁二年(1103)，沅州谭阳郡(含今新

晃：：芷江，1麻阳、靖县等地)，只有1915 7人，元至元十四年，

’．(1273)，一沅问路领卢阳，麻阳、黔阳三县，有人口7954 5人。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7建立晃帆直隶厅时，有5967户，56726

人：．民国元年(1912)j全县有12852户，88037人。抗日时期j

县城人口猛增。t民国34年(1945)}全县有24856户，122753人。‘

解放初期的1950年，全县有33477户，143807人。随着解放后生

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人口发展加快。1957午，全县人P

增加到161676A，]地1956年净增6496人。人口增长过快，，开始反

映出消费和积累，建设与生活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中，多子女

户尤感生活困难，妇女深受早育、密育：多育之苦。是年10月9 ，

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计划生

育，也来个十年规划"，“计划生育要公开做教育”。1958年，

县制定的《1958年至1967年卫生事业规划》中提出侈两三年内普

及新法接生，积极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晚婚和有计划地生育子

女，，。从此，金县拉开了计划生育的序幕。 ，．

40年来，新晃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
●

段。 j
●

1953一-,1969年为计划生育初步开展阶段。计划生育工作主要

在县城，农村普遍开展宣传教育。节制生育措施主要是使用避孕 ，

工具，服中草药等。对生育数量，生育时间没有严格要求。这一

阶段，虽对控制人口的认识有过反复，，工作出现过曲折，但全县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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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工作柏开展由试点到推广，由县城发展到农村， “四大 ·

手术"逐年增加，至1966年，‘全县共做“四大手术刀2406k，为

控制全县人口过快增长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
·，

1970～i978年为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展阶段o 70年代，各级

各部门认真总结6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教训，统一了对少数
‘

民族地区计划生育的认识，从而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各级各部门 ’，

重要议事日程，列入国民经济计划，列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

寨：的重要内容。各级各部门领导亲自抓，开展检查评比，树立先

进典型，坚持正面教育，坚持思想发动，把妇幼保健工作与计划

生育工作结合一起抓；建立健全各级计划生育组织机构，培训计

划生育专业人员。全县计划生育常抓不懈，常抓常新，成效显

著。1971年，全县的人口迎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提前4年实现国

．务院“四五"人口规划指标，进入省、地计划生育工作先进行

列。是年11月，黔阳地区在新晃召开全区计划生育经验交流现场

’会。1976年，全县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再次提前4年实现

国务院“五五力人口规划指标。1976和1977两年被评为省，地计

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1978年，全县有6名代表出席金省计划生

．育工作先代会。这一时期，由于全县计划生育工作得到较好的开，

展，．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全县人口出生率由1970
’

年的29．0 2‰下降到1978年的17．2‰，’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

的13：4 3‰下降到1978年的9．39‰o
’

1979年以后为计划生育工作巩固发展阶段o 1979年，国家对

计划生育工作提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牙一个孩子"的要求：‘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
· ＼ ．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