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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计划生育志》，是在“盛世修志黟的形势

下，出版发行的又一部新志书·阅读之后，感到很有实用

性。7

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政策性，思想性很强，涉及面

较广，直接关系我国建设与改革的成败，国家与民族的兴

衰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既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

题，也是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由我国社会主

义社会的人口规律所决定的。

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有效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各个方

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

化。人口问题， “人均，，观念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我国

人口素质，保持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再生产有计划、

按比例协调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玉溪市计划生育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正确体现党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遵循“详

近略远，客观如实"的编写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我市

清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人口发展变化情况与经济发展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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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认真总结了全市人民在各个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属

三中全会以来这十年中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和取得的

重大成就，为我市今后有效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提高人

口素质，保持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

用。总的感到，这部志稿内容全面，资料翔实，结构安排

合理，文字简明朴实，图文韭茂，通俗易懂，确实是一部

帮助人们了解，探索我市人口发展的历史情况及规律，做

好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得的好志书。希望工作和生活在玉溪

的同志们，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同志们，不妨都认真读一

渡它，相信一定会受益匪浅。 。 ：

杜培富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代 日

实行计划生育，一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是

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一项为了国家繁荣

昌盛，民族兴旺发达，子孙万代幸福而采取的、具有现实

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措施。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使人口增长

与经济发展协调进行，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

下，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以及计划生育干部

的辛勤努力下，我市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以宣传教育为主，

加强节育服务，落实节育措施，各级党委，政府齐抓、共

管，建立“两种生产，，一齐抓的制度，使我市在控制人口

过快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1980年以来我市一直被评

为省，地计划生育的先进单位，1986年我市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并奖给了锦旗、金质奖章和

证书。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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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的计划生育工作，经过反复探索实践，不断完善

生育政策。’自1979年至1987年先后由政府下发了七个有关

生育政策的文件，力求稳妥求实，结合实际，分类指导生

育。做到了既保证玉溪市人口计划不突破，又真正照顾群

众的实际困难。生育政策的实施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群众的婚姻生育观念已经有

了很大的转变，过去的“多子多孙多富贵"，丘儿女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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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养儿防老"等封建旧观念逐渐被新思想，新观念

所代替，初步树立了晚婚，晚育，计划生育光荣的新观

念，新思想和新的婚姻生育观。 ：

《玉溪市计划生育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市计划生

育工作的发展、沿革，回顾了三十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记述了我市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生育政

策，人口发展、节育措施等方面的情况，坚持鼻详今略

古，，，实事求是，力求准确，如实地反映我市计划生育发

展变化的情况。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让当代人受

到启发，从中了解和体会计划生育工作的地位，作用和人

民群众的思想、道德诸方面的深刻变化。同时也为各级领

导及有关部门决策提供翔实的科学依据和历史借鉴。

本志书自1987年5月开始收集资料，查阅档案，座谈

采访，边收集、边整理，边编写，边审核。于1988年4月

完成初稿，市志办直接参与和帮助修改、定稿。在此期闻

还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和许多老同志的关心，提供了宝

贵的资料，在此，谨致以诚挚的感谢l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又缺乏修志经验，加之历史档案

残缺不全，虽经努力，仍难免有遗漏和讹误之处，恳请读

者提出宝贵意见。

徐惠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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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计划生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坚

持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思想，实事求是地记述玉溪

市计划生育的历史和现状。 、

本志断限时间I上限人口再生产部分追溯至清顺治

十八年(1661年)，计划生育部分起自1957年，下限均止

子1987年。
。

本志为章，节，目体，有的章，节后，附有必要的图

表，以展示断限内玉溪市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和演变及各

个时期的人口状况。 ，-一．·

本志纪年以国号纪年在前，括号内公元纪年在后，新

中国成立后，统一用公元纪年。 ， u，．。
‘

’ 本志的资料来源为旧志、文书档案，报刊，口碑等，，

蓝特约、特邀撰稿。
’

．

，

本志数据；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数据，使用旧志及文书

档案资料，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数据，均以政府统计部门数．
据为准。 。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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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玉溪市地处滇中腹地，位于东经102。177至102。417、

北纬24。187至20。327之间。东与江川县相连，北与晋宁县

接壤，西南与峨山县交界，东南与通海县毗邻。距昆明98

公里，有省会屏藩之称。历史上曾设置新兴州，是滇中重

镇。新中国成立后为玉溪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是

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

．

1987年全市设9个区、1个办事处，辖69个乡(其中

16个民族乡)，8个农村镇。有430个自然村，751个农业

生产合作社。办事处下设3个街道居民委员会。1987年金，

市总户数73785户，总人口30503 3人(男151046人，女·

153987人)。其中，农业户60932户，250395人。农村劳

动力145495人，占农村总人口的58．1％。民族有汉族～回

族、哈尼族等26种。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4人，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全市土地总面积1004平方公里，折合150．6。

万市亩。1987年，全市有耕地215276亩(其中：田143165

亩，地72111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4．3％，按总人口人

均占有耕地0．71市亩。 ．·

j

市境先秦时期属古滇国地，汉代属俞元县地。两晋时

为晋宁郡俞元县地。唐初，为黎州绛县地，唐肃宗上元

元年(公元760年)，南诏设温富州，属河阳郡。宋代大，
理国时为休制部。元代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设新兴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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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隶属潋江府。明，清沿元制。民国2年(，公元1913：

年)称休纳县，民国5年(公元1916年)改称玉溪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1月1日成立玉溪县人民

政府，属玉溪地区。1958年10月玉溪，江川两县合并，称

玉溪县。1961年10月仍按原建制分为两县。1983年9月，

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玉溪县，设置玉溪市。 ．

玉溪市属中亚热带半湿润冷冬高原季风气候。日照充

足，雨量适中，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土地肥

沃，生态环境良好，适宜人类自身的繁衍。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多子多孙多富贵"、

“儿女双全"的封建思想影响下，早婚、早育，多生的现

象十分普遍。在漫长的君主专制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

会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深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过着饥

寒交迫的生活，无力养活众多的子女，加上天灾不断，瘟

疫流行，缺医少药，人口死亡率很高，人口再生产受到抑

制，形成了“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状态。清道光

元年(公元1821年)到民国37年(1948年)，全县人口由

230012人减少到118125人，127年间，人口减少111887人，

年平均减少881人。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云南分

担战争赔款30万两，官府增加捐税，人民负担加重。清代

后期，云南爆发了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大起义，反抗清政

府的压迫。咸丰十年五月十三日(1860年7月1日)田庆

余率领回民起义军攻入州城，占据新兴州城十年。这场斗

争先后延续近20年。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至宣统元

年(1909年)的64年间，人口由213475人减少到85756人。

8



弓4年阅，减少127719入，年平均减少1995人。民国2年

(1913年)至民国37年(1948年)，这期间国民党抓丁派

款，匿患频繁，民不聊生，人口由133482人减少到118125

人，‘35年时间减少15357入，年平均减少438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

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人口增长

速度加快。1952年到1987年的35年问，全市增加134396

人，年平均增加3839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平均为

16．68％o。1952年到1957年和1962年到1978年先后出现两

次人口出生高峰。前一次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平均20．73‰，

后一次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平均24．01‰。1979年以后，计

划生育工作深入开展，人口增长开始得到控制。1980年至

198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9‰以下，1986年至1987年
‘

为15‰以下。

新中国成立后，全市(县^)人口增长过快，开始对国

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带来不利影

响。全市(县)人均耕地占有量，1952年为1．14市亩，

1979年减少为0．85市亩。粮食总产量，全市1979年比1952年

增长108．34％，可是按人口平均数计算，只增长32．68％。事

实表明，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已经成为保证国民

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促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社 一

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早日实现的一项势在必行的战略任务。

玉溪市计划生育工作自1957年底开始，首先在干部、

职工和城镇居民中宣传节制生育，分别向青年男女、已婚

男女、多子女的父母进行晚婚、晚育，节育知识的宣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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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曩大跃进"开始，计划生育工作中断。1963年11

月，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农村进行试

点，节制生育工作重新开展。1964年，贯彻《云南省计戈Ⅱ~生

育领导小组关于实行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对

娩婚和节制生育作出具体规定，在城镇提倡男28岁、女24岁

结婚，农村开展宣传教育，使青年男女自觉自愿地适当推

迟结婚年龄。提倡已婚夫妇最好生两个孩子，-最多不超过

暑个，两胎之间以相隔5至7年为适宜。1966年正当计划

生育工作在全县铺开时，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计划生

育工作再次中断。‘ r、‘ ‘。 一

1972年到1973年，逐步恢复了各级计划生育工作领导

机构及办事机构。计划生育工作向全县铺开，以后每年都

开展几次计划生育突击活动，围绕“晚、稀、少一的要

求，落实节育措施，推动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发展。人口自

然增长率从1966年至1971年的年平均27．56‰，降为1972

年至1978年的年平均22．02‰。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主
。， 义思潮和“左"的思想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缓

， 慢。
：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1980年把人口自然

增长率降到10‰以下。根据玉溪县革委(1979)26号文件
’

《关予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在全市提倡“一

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并明确提出了“晚婚，晚育，少

生、：优生黟的要求。并把计划生育工作列入党委和政府的

门议事日程，坚持“两种生产“一齐抓，计划生育工作开始进入

／√深入时期。1979年到1987年，市委、市政府先后作出了奖励
／

r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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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婚、晚育、控制生育胎数和生育间隔的规定及限制盲目。

生育的具体规定，在计划生育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行一

政、经济和组织措施，对超计划生育实行了严格的控制。

1981年，按市政府(1981)4号文件《关于下达计划生育

工作规定的通知》中规定的三种情况，可以优先安排生二．

胎。同年，把调整一胎，二胎生育比例的三种生育条件纳

入了2000年人口总目标进行测算。测算结果，玉溪市每年．

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应控制在10‰以内，一胎，二胎之比s

一胎生育面可掌握在80％，二胎生育面可掌握在20％。

1982年，玉溪县委，县政府根据党的计划生育政策，结合

玉溪农村的实际情况，对玉溪县计划生育开始进行分类指。

导，全县分三类s山区、半山区为一类，平坝农村为一“

类，城镇，居民，机关，厂矿、学校、企事业为一类。把．

生育二胎的照顾面由1981年的三种情况扩大到了十种。

1984年中共中央(1984)7号文件《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

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下达后，在全

市进行深入调查和在8个样本点对3865对一孩育龄夫妇进

行了抽样调查。1985年市政府颁发了(1985)6号文件，一

在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

玉溪市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规定。1987年，市政府《关于进。

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规定》中，对生二胎的条件再次． ，

作了调整。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出现了政策合情合理，群众。

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局面。全市从1979年到1987年，人．

口增长逐步得到有效的控制。9年来，自然增长率一直保

持在15‰以下，多胎出生率由1979年的34％下降到1987篮j--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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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到1987年，玉溪市的计划生育行政机构和技术

机构更加健全，计划生育工作队伍，宣传队伍和技术队伍

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以市为中心的市，区，乡(镇)计

划生育工作网，宣传网和技术服务网，为更进一步深入开

展计划生育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t ‘．：k 、

： r1972年以来，玉溪市计划生育宣传工作采用文字，图

片、电影、电视、幻灯，戏剧、广播，访问、座谈会等多

种形式进行宣传。同时，．宣传中增加了人口理论和优生，。

优育知识等内容，使群众能够从理论上和科学知识上认识

。实行计划生育的意义，增强了人口意识和入均观念。人们

的生育观由过去的“多子多孙多富贵’’的旧观念，逐步转

变为“少生，优生、优育、优教"的新观念。．， ．。

“入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开始协调发展。从1978年

’到1987年的10年间，累计少出生37600人d计划生育工作

质量也逐年提高，到1987年，一胎率达5Z．30％，二胎率

41．60％，多胎率下降到1．10％，： “三术"①率达

击8．0％。有一个区，·一个办事处，四十二个乡，三个居委

会无多胎生育，占全市七十二个乡的58．33％，有十九个

乡无计划外二胎生育，占26．38％。1986年，玉溪市被国

务院命名为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1980年、1982年，．

1983年，1985年都被云南省人民政府评为全省计划生育先
’

， ：

注．一①三术率即已婚育龄人群(15-49周岁)中·采用放置节育环·男

性输精管结扎，女性输卵管结扎方式麓孕节育人数占已爝育龄妇女人数的比

孟．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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