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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史修，-3心=-_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一

向重视编史修志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以后， 政通人

和，百废俱兴，编史修，-J心=工作提到了主要议事日程。编纂新方志，

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编纂《人Fr、计划生育志》

实为历史和现实之需要：有利于整理、积累、保存我区人口资料，

研究我区入口的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史，有利于继续贯彻我国的人

口政策，控制入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做好计划生育工作，造福

于子孙后代。

今《商丘地区人口、计划生育志》之编纂，她翔实地记载了建

茸三十余年来商丘地区入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巨大变化和所得的丰

硕成果；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贯彻落实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控制

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填补了商丘地

区历史上《人口、计划生育志》的空白，为今后的计划生育工作者

提供了“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通览《商丘地xV A口、计划生育志》，凡二篇十三章。人口上

自一九．-til年，计划生育_72作上自一九五四年，下迄一九八五年。
。

志书记述了商丘地区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沿革，宣传教育，

政策规定，节育技术和统计、财务等不同时期工作的发展状况；志．

体眉目清楚，详略得当，图文并适，可谓是一本珍贵的历史资料。



本志编，写人员，态度严谨，工作勤恳，深查细访，工作精神可

敬。但由于编修本志涉及范围广．，内容颇繁，且我们缺乏经验，水

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e务请识者，给予批评指正。

．2

杨 干 卿

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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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本地区地处黄淮平原之隅，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而人口蕃

衍，却长久不旺。从西晋武帝至明朝嘉、隆年间，历经l 290余年，而

人口的数量始终徘徊于百万人以下；进入清朝之后，人口数量才逾

百万。从人口数量的几度锐减以及微弱之增长，可知人民在战争、

饥馑、徭役历史进程中之惨苦。1 985#．，本地区人口已达到61 4万

余，比建国初期的l 949年净增287万。36年平均每增长8力余入，增

长率为l 2．98‰，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升到607人，

人口、职业构成。1 935年本地区总人口只有262力：，其中男性

138万，女性124万，每百男子所当女子数的90．05。全区总户数为41

万余户，户均6．4人。其中农民户34万余，占总户数的83．56％。农

业劳动者ll 2万余人，占在业总人口(未含永城县和睢县，、下同)的

64．33％，居首；无业者为次，占20．30％；经商者居三，占4．1 2％；

从工者为四，占3．9％；自由职业、人事服务、交通运输等，所占

t：h重皆小。全区识字者9．8万余人，仅占总人口的5．57％。其中女性

识字者更少，仅占总人口的o．2％。全区基本属于文盲区。建国后，本

地区根据全国统一部署，进行了三次全民性的人口普查。第一次人

口普查于1953年。这次普查是结合普选人民代表登记进行的。此时，

本地区总人口为3627亨'余。其中男性为1 80万，女性1 825，户均4．1 7

入。这次普查，内容颇简，仅汇编了人口年龄组等资料。1964-年进

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此时，本地区总入口达到402万余。其中男性

l 98万，女。1生204万，户均3．99入。此次普查，项目依然不繁，未曾涉



及人口素质，人口与经济等要素。1982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

本次普查，准备于1 981年5月，完成于1 984年5月，历时3年。这次普

查，规模之大，人员之众，项目之多，精密度之高，为国内前所未

有，为世界所瞩目。通过这次普查，建国后人口基本要素，彻底澄

清。全区1 5～55岁女劳动力和1 6～60岁男劳动力共计308万余，占总

人口的51．8l％；o～1 4岁幼少年占总人口35．83％；60岁以上人口占

7．85％。人口年龄构成属年轻型向中间型过渡。在业人口中，农、

林、牧、渔劳动者，占职业人口的91．38％；生产工人、运输工人队伍

虽较建国前壮大许多，但所占比重仍小，仅3．07％；各专业技术人

员只占2．7％。文化素质有了较大变化。6周岁以上人口525万余。

其中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占53．14％，比l 935年升高8倍多，

比l 964年升高l倍。千人中含小学、中学、大学文化程度者469人。

l 985年，本地区人口发展到61 4万余。其中男性3 l 2万，女性302万。

每百男子所当女子数的96．82。 、，

本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始于1954年，强化于1980年。

国家倡导节制生育于l 953年，本地区群众响应号召实行节制生

育于I 954年。l 957年，专区、县(市)和部分区、镇建立了避孕委

员会。l 954～i 958年宣传节制生育，虽有一定的形式、声势，且有

许多人自费避孕，但避孕之人数，占比重毕竟甚少，不足以影响人

．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实绩欠佳。

1 959～l 961年，此三年系灾难困苦的三年。群众生育率低，死

亡率升高。本地区节制生育工作完全停滞下来。

1 962年，中共商丘地委、商丘专员公署，依据上级指示，重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提出计划生育工作，并于1 963年5月，重新成立了专区计划生育委员

会。各县、市以及许多区、乡也建立了计划生育工作领导组织和技

术指导机构。开始了计划生育大宣传，号召两个孩子以上的夫妇实

行避孕，并制定了对多子女户的若干限制措施。

1966年下半年，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波及商

丘地区城乡。l 967一-'1 972年的6年间，全民处于动乱之中，计划生

育工作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人口出生率处于失控的高峰。

鉴于人口盲目剧增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问题日趋严重，国家于

l 972年重新强调计划生育工作，并明确提出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

好一个，最多两个。l 974年起，地、县、公社先后建立了独立的计划

生育工作机构，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生产大队、城市工厂、

机关、学校、商店等也都建立了计划生育领导组织，明确了分管人

员；农村生产小队，配备了专司计划生育工作的大嫂子队长。l 975

年，地、县、公社、大队层层实行编制人口规划，生产大队建立了

计划生育工作制度。l 978年，中央颁发36-?计划生育工作方针。至

此，计划生育工作形成了一条上下独立的工作系列和广泛深入的工

作局面。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5年开始较大幅度下降。

l 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区计划生育工作，进入全

党动手，全民发动，全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新阶段。各部门、各单位

的一把手，都担起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之任，亲抓计划生育工

作。在全区开始了计划外怀孕大月份引产之手术，同时，制定了限

制三胎生育和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规定。

l 980年4月，本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开始了由一对夫妇允许生

两个孩子，向提倡只生一个孩子的转移。于l 980年底基本完成了全



区性：妻主惹曩意：三毳●嚣篓凳蠢墨i计划生育方深入人心。无蛐警翟揽焉紫嚣鬻常茹
耄警嚣薏釜拦制950蛹-轴’31 95 ，篇茹爱鬻怎
生孩子。金区人口出生率由

1．61沏’经迥，～反7l阡’一。



大 事 记

1、1957年7月26曰～9月1日，商丘专署卫生科第一次举办避孕

训练班。参加学习的儿人中，助产士5人，保健员6人(缺民权县、

柘城县)。由王兰芳、郝立芳负责。通过学习理论、临床实践，一

般都掌握了输卵管结扎、剖腹产、印巢囊摘除、人工流产、配置阴

道隔膜等技术。

2、1 963年5月儿日，商丘专员公署计划生育委员会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办公室建立。

3、I 964年7月8日，专署编制委员会，将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

室工作人员正式开列编制。全区编制计划生育专职工作人员l 7名，

除当时的i 5个县市各1名外，专区’留编2名。

4、1964年lo月5日，商丘专署卫生处和开封市卫生局联合举

办为期25天的培训节育技术人员训练班。民权县、虞城县、睢县、

夏邑县、商丘县共派出医师5人，助产士、医士6人参加。学习了男

女结扎，吸副人工流产，放环，取环四项节育手术的操作。

5、1965年8月3～18日，商丘专署卫生处组织大型计划生育和

妇幼卫生工作检查评比。共检查了8县1市的l 6个公社、8个城关镇、

。80个生产队、24条街，访问676人。经过全面评比，永城县、柘城

县、虞城县计划生育工作较全面，睢县、民权县居次，商丘县、夏

邑县、宁陵县较差。

6、l 971年11月l 6～23日，中共商丘地委、商丘地区革命委员

会在民权县召开计划生育学习班。各县、市、社、镇的计划生



可专业人员、妇幼保健人员以及计划生育先进单位代表共200余人

参加。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尚修代表地革委作了“关于我区形

势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这次会议主要内容： (1)传达学习

毛主席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指示和国务院[J 971]51号文件转发卫生

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

告》。正式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口号；

(2)民权县和民权县的王庄寨公召二。尹店公社、王桥公社介绍了

书记挂帅，委员分片包干，层层建立计划生育机构，深入开展计划

生育宣传的经验； (3)地、县(市)、社、大队都要建立计划生

育办事班子，做到组织、人员、工作三落实。

7、l 97,1年2月，商丘地区计划生育办公室和地区卫生局分设

力、公o

8、1 974年7月1～l 0目，商丘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区计划生

育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地区妇女联合会全体姿员、地区计

划生育委员会全体委员；县(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匿县委副

书j0．妲女联合会主任、卫生局长、县人民医院革命委员会主任二

人(新老干部各一)、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防疫站站长、妇幼保

健站站长、一名事务秘书；公社妇女联合会主任、计划生育卫生助理

员、卫生院长等500余人。这次会议： (1)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和毛主席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语录和毛主席对卫生工作

的“6．26”指示； (2)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文件和中共河南省委

[i 974]6号文件批转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认真做好计划生育

工作的报告》；(3)交流计划生育、卫生革命和妇女工作的经验。

9、l 974年8月2～l 2日，中共商丘地委、商丘地区革命委员

·6，



会召开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各县市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县委宣传

部长、妇女联合会主任、卫生局长、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团县委书记、县医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防疫站长、妇幼保健站长；公

社妇女联合会主任、计划生育卫生助理员、公社卫生院长和部分大队

赤脚医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等共568人参加。这次会议，传

达了中央和省委有关计划生育工作、卫生工作、妇女工作、共青团

工作的指示；地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刘信臣宣读了中

央“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七．一”

社论；地委副书记刘玉斋作了l 97 3年计划生育工作总结和下一步计

划生育工作安排。

l 0、1 976年3月l～5日，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区计划生育工

作经验交流会。各县市委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书记、宣传部长和生

产指挥部指挥长、卫生局长、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妇幼保

健站长；社、镇党委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书记、卫生院长和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每社三名)共700余人参加。这次会议主要是交流

计划生育工作经验，进一步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发展。

“、为了加强基层计划生育工作，1 977年5月7日，地委宣传部

召开了部分生产队“大嫂子”队长工作经验交流会议。这次会议除

交流计划生育工作经验外，还就对“大嫂子”队长的培训、福利待

遇、职责权利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明确。

1 2、1 978年3月20日，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区计划生育工作

经验交流会。这次会议除交流经验，表彰先进外，还正式把计划生

育工作纳入“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规划之中。把计鼻：生

育工作和“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一起部署，一起检查验

· 7 。



收，一起评比奖励。参加会议人员有各县、市委主管计划生育工作

的书记或副书记、县卫生局长、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社、镇党委

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二挎记、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以及地区计划生

育领导小组成员、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小组成员、军分区和驻军代表

等51 5人。地委、地革委命名红旗单位11个，先进集体1 77个，先进

个人81名。

1 3、1 979年4月2日，中共商丘地委在商丘市人民影剧院召开各

县、市委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书记或副书记、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

卫生局长、妇女联合会主任和地委、地革委的各委、部、办、局主要

领导以及一级机构的全体干部参加的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地委在家

的8名常委出席会议。地委代理第一书记孙玉尊主持，副书记袁迢

训宣读了中央[1 978]69号文件和河南省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及省委书记戴苏理、胡立教的讲话。地委领导孙玉尊、崔金印和

秘书长郭亚光都讲了话。
、

这次会议之后，全区lo个县市(含兰考县)，地、县直局、

委，社、镇党委的一把手先后都担当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职

务。层层召开大型会议，深入动员。地、县、社会议开得规格之

高、声势之大、信心之足，前所未有。本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从此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4、1979年9月14"----16日，中共商丘地委在永城县召开计划生

育结扎、引产现场会议。各县、市委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书记等参

加了会议。永城县委第一书记高明介绍了大胆施行引产术的经验，

并参观了引产院。地委书记崔金印、张兴钿等领导$／g并主持会

议。此次现场会议之后，商丘地区彻底冲破“大月份引产不能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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