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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二-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家庭，要存在，。要延续，都需要靠

入自身的繁殖。生育现象是世界上最普遍的现象。但是，要实行计

划生育，对全社会范围的生育进行计划调节，以实现人口发展与经

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相适应，则是社会主

义中国特有的事物，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而采

取的果断措施、英明7央策，是振兴中华、造福子孙后代的百年大

计。 。

o

兖州县计划生育委员会自1 96 3年正式成立以来，在县委、县政

府的直接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

了可喜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 ．

4
。

编写《兖州县入1：／·计划生育志》，旨在收集、整理充州县的人

I：／资料，认真研究兖州县人口发展史和建国以来计划生育工作史，

系统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兖州县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历

程，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为今后更好地贯彻执行我国人口政策提

供借鉴，为研究兖州县未来人口发展，制定入口发展规划和经济、
7

．

社会发展规划，提供必要的人口资料。 。，r

’本志以兖州县近代人1：／发展史和建国以来的计划生育工作为主

①马克思，思格斯。《费尔巴啥》，载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人民
出版社1 972年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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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上下两篇分别记载。

上篇记载了自1391年到1985年底的人12状况。且着重从人口统

角度记述了人12分布、人12变动、人口构成、人12经济和人12

等有关内容。全篇共用了三十四张表格，每张表格都能以说明

两个问题为前题而独立存在，并利用人口统计的基本指标，把

来的资料，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分析，从而找出人12变

动的客观规律。为了使广大读者能理解其内在涵义，对有些指标名

称作了简要的注释。 ．

．
．

下篇按横排竖写的原则，设计划生育机构沿革，计划生育发展

的五个阶段、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管理、计划生育技术、计划

生育经费、计划生育成果等章，以翔实的资料反映兖州县计划生育

工作面貌及取得的成就。 。．

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以史实为依据，按照“详今略古，古为今

用，着重反映当代的现实情况和历史经验，力求体现规律”的要

求，秉笔直书，寓理论于事实之中。不过尽管我们力图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记述兖州县近、现代人自发展

、 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情况，使它成为体例完备，结构严谨，资料

翔实，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人口、计划生育志，但由于水平

和入力，有限，且无旧志可鉴，加之时间仓促，遗漏和谬误之处在所

，难免，殷盼指正，以改谬误。有些资料因历史局限，．尚存在残缺

处，亦为此深感遗憾。
，

编者 ·一

． 一九八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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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是党中央在总结

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入口规

律的要求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实行计划生育，‘既有历史的

必然性，也有现实的必要性。它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入口的数量、素 ．

质以及人口的分布、结构等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以促进社

会的发展。由于历史的因素，我国目前人口数量过多，人口素质不

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生产产生不利影响。为了搞好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国民经济的更快发展和人民生活的

更大提高，迫切需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七十年代以

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的以控制人

．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为基本内容

的人口政策，获得了很大成功。为了借鉴历史经验，推动社会发

展，就使记载人口发展变化、总结计划生育工作经验、讴歌计划生

育战线广大干部业绩的工作成为必要。《兖州县人口·计划生育志》

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在贯彻执行国家所制定的人口政策过程中，兖州县广大干部和

人民群众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仅1970一

1985年间充州县人口出生率就由31．71‰下降为12．85‰，15年累计

全县少生约十万多人，相当于全县现有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由于
‘，， 77

、

’、、

3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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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 ．．+

1-

一、本志上限起自明洪武二十四年(1931年)，下限止于1985

年底。 一

二、本志结构分上下篇，篇设章、节、目三级，物以类分，以

事命题。
’

．

三、本志纪年以习惯称谓在前，后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 ．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做到追溯历史有根有据，记

载现状实事求是，用事实来体现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说明历

史和现状。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结合。

五、数字表述，除图表、百分比、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外(引

文除外)其余均用汉字： ．、

’

。

六、本志资料来源： ，，1

1、查阅摘抄建国前档案资料； ，

2、中共兖州县委、兖州县人民政府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文件

和其他文件中有关计划生育规定； ，t

3、兖州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文件、简报、总结和统计报表；

4、兖州县统计局、档案局、公安局、卫生局的有关资料；

5、采访有关人员材料； ：
。

6、特邀撰稿；
’

i

七、县以下行政区划称谓，按当时实际存在的名称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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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一 记

1、1 96 3年3月5日，兖州县第一届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

．2、1963年12月17日．中共兖州县委、兖州县人民委员会作出

《关于今冬明春计划生育安排意见》j其主要内容：一、抓紧今冬

明春有利时机，深入地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二、抓紧冬季

有利时机，普遍训练计划生育宣传员，建立宣传员网；三、做好节

育手术培训和避孕药具、用品的供应工作；四、加强对计划生育工

作的领导。 ，‘ ：。

3、1972年7月，兖州县革命委员会发布兖革发(1 972)6 8号

《关于上半年计划生育工作开展情况和今后意见》文件j

4、1 972年1 1月15日，兖州县第二届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

5、1973年2月22日，兖州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发布

(73)兖革生字第16号《关于重新印发计划生育工作经费开支规定

的通告》文件。

6、1973年3月24日成立兖州县革命委员会计划生育办公室。

7、，1973年4月I 3日，兖州县革命委员会发布兖革发(1 973)

37号《关于组织计划生育工作检查评比的通知》．于1973年4月下

旬组织了一次全县性的计划生育工作检查评比活动。

8、1 973年7月12日，兖州县革命委员会发布兖革发(1 973]

74号文件，题为《关于批转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提倡晚婚和计

6



划生育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的通知》j向城镇、机关、

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作出有利于提倡晚婚和鼓励实行计划生育．的

十一条规定。
一

一

．一 ，，

9、1 973午1 2月1 4日，兖州县调整第三届计划生育委员会，，
～

1 0、，1 974年5月6日，兖州县革命委员会计划生育办公室，卫

生局、商业局联合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免费供应避孕药具的联合

通知”的通知》。、 ．、 一 。；：

1 1、1 97 4年1 2月27日，中共兖州县委发布兖发(1 974]54号
‘

《关于一九七五年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文件，主要内容：进一步’

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提出已满两胎以上的，’一律不安排生
。 幽

育。“‘ 、
：： V

一

÷

1 2、1 975年2月5日，中共兖州县委发布兖发(1975．)9号《关

． 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 974)32号文件，切实做好计划生育工

作的通知》文件。 ． ，

I．一

。
，1 3、1977午2月22日，中共兖州县委发布兖发(1 9 77)l 7号文

_ 件，题为《关于避一步做爵计划叠育工作的意见》。．：， 一
．

’

1 4、1 977年9月1 8日，中共兖州县委发布兖发(1 977)65号文·一

，件，题为《批转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意

见报告》。 一+

‘1 5、1 978年1 1月29日，兖州县第四届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由委

员会改名为领导小组’)成立，由二十四名成员组成。
『‘

1 6、1 979午1月1日，兖州县革命委员会发布兖革发(1．979)

3号文件，题为《关于晚婚、计划生育工作问题的规定》。

1 7、1 979午1月5日，兖州县召开县直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
●

。 7．



计划生育先进代表大会，表彰奖励了1 7个先进集体，7名先进个

人。
‘

．

18、1979午8月16月，兖州县革命委员会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发

出《关于对志愿只生一个孩子的暂行奖励办法的通知》，其中第二
：

．条规定：施行绝育手术者奖励现金200元，采取可靠节育措施，保
一

。

证不再生育者奖现金100元。
⋯

‘

1 9、1979年8月24日，兖州县召开二千余人参加的“为革命只

生一个孩子"动员大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茂英号召全县育龄夫．

妇自觉终生只生一个孩子。 1一‘一，‘

。、‘

． 20、1979年12月20日，。中共兖州县委发布兖发(1979)96号文

件，题为《关于认真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规定：对已有一 ．

个孩子报名不再生育而不报名和该落实措施不落实的j是脱产干

部，职工的不提拔，不晋级、不评奖、不救济，是社员的要在自留 ．

地、工分和口粮分配办法上给以限制。

21、1980年1月在济南召开的全省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先进个

．，一’人代表大会上，兖州县被评为先进集体，同时，山东拖拉机厂等三
+

、

”个单位被评为先进集体，泗庄公社党委副书记李福臣被评为先进个
，

、人。
‘

22、1 9 80午3月1日，兖州县委、县政府第一次与各公社(镇)

党委签订“生产、一生育”合同，计划生育和农业生产同奖同罚。
一

23、。|1 980年7月1 8日，山东省济宁地区行政公署发布济署发 -．

(19 80)第1 2 4号文件，对兖州县在计划生育-r作中所取得的成

绩进行了通报表扬。
一

24、1 980午9月29日，中共兖州县委发布兖发(1980)53号
～

．8 ，



《关于认真组织全县党员、团员学习中共中央公开信，带头只生一

个孩子的通知》文件。 ，

25，1 98 1年1月1日，兖州县总工会、共青团兖州县委、兖州

县妇女联合会联合向全县人民发出《响应党中央号召，自觉晚婚、

晚育、少生，只生一个孩子》的公开信。 一 ．

。26、1 981年1月24日，兖州县被评为济宁地区计划生育先进集

，．体，同时有大安公社等22个单位被评为先进集体，县人民医院妇产

科主任和在仁等lo$同志被评为先进个人。 ，
．

-27，1981午1月25日，姜福祥同志代表兖州县大安公社党委在

济宁地区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题目是：我们是怎样抓好一个孩子报名巩固工作的。 一

28、1981年2月28日，．山东兖州煤矿机械厂等十一个单位被评
。

为山东省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大安公社北廿里铺大队党支部书记刘

天赐被评为先进个人。 ，·

，

29，、1 981年3月1日，兖州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出

《关于认真做好计划生育工作致全县人民代表的一封信》。

30、1981年3月31日，充州县委书记丁培德在全县计划生育工

作广播大会上作了讲话，动员全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级干

． 部、农村社员’、职工群众进一步提高认识，紧急动员起来，掀起计

划生育新高潮，坚决把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下来。 ‘，

3 1、1 98 1午4月3日，一兖州县又一次调整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班

子，由十五名成员组成。 ’，

一32、1 981午4月3日，中共兖州县委、兖州县人民政府为了推

动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根据中央“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
’

～
‘

9

，

和；‘

一

，

．}0●，}I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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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要求和山东古人民政府(1 980)46号文件精神，结合全县具

体情况，发布兖发(1 98 1]1 9号文件，题为《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

题的暂行规定》。 -’

。

一 j

．

’

。

33、1 98 1午8月1 3日，壳州县委、县政府召开计划生育工作经

验交流大会。．会上表彰了在1981年上半年计划生育工作中涌现出的

： 138个先进集体和2lO$先进个人。。
’

，

“

。

34、‘1 981年8月20日，赵英堂同志被任命为兖州‘县计划生育办

公室主任。，
1

一，-：。：

35．1 98 1年1 2月，兖州县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赵英堂、道沟区

大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陈玉明、兖州煤炭指挥部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

刘永然被任命为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济宁分会理事会理事。
’

36，1 982午2月1 2日，兖州县等1 1个单位被评为山东省1 981年
。

度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山东拖拉机厂被评为红旗单1立，城关镇

兴隆大队妇代会主任尹秀兰等5名同志设评为先进个人。 ．

37、1 982年7月20日，兖州县计划生育局发出《关于计划生育

工作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对晚婚、晚育的假期等有关事

，宜『乍了补充规定。，； ，’

t。

k，。

’

．3 8、1 982午8月，兖州县开始执行[82)鲁计育办字第1 5号

《关于掌握二胎生育问题的通知》的文件，对符合城市“三条”和

‘农村“七条”一条件的独生子女之父母安排生育第二胎。

39、1 982年1 2月1 4日，中共兖州县委宣传部发布兖宣发

(1982]8号文昝，与县委组织部、纪律检查委员会、政法委员

会．人民武装部、总工会，共青团县委、妇：女联合会、计划生育

局、卫生局、文化局、教育局、广播局等1 3个单|立联合发出《关于

～一．．．i O 商



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的联合通知》，确定1983年元旦、春节期

’l'日-i，将以农村为重点，在全县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 一，‘。．’

√，40、l 982年l 2月26日，，兖州县成立计划生育宣传月办公室，县

委宣传部副部长郭继常任宣传月办公室主任。 ，

，

41、1 983年1月9日，中共兖州县委、县政府召开计划生育表

彰大会，表彰奖励了99个先进集体和58名先进个人。 ，t
～

，-42，，1 9 83午1月，县人大常委发出动员人大代表?积极参加计

划生育宣传月活动”的一封信。 h

，

‘
．． j．

．4 3、1 98．3年2月5日，兖州县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兖州县

报》上发出《．致全县独生子女家长春节慰问信》。

．44，’1 984午5月，蚕州县开始执行中共山东省委19 84午5月1 0

日发布同意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制订的《关于．-月9 4_育政策的暂行规

定》共十六条。’ 十'
， 。

45i 1 9 84年5月29日，赵英堂同志被任命为兖州县计划生育委

员会主任，闫世明同志、王长科同志被任命为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
，

任。’ 、
一

46，1 984午9月6日，兖州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周菊娣同志被推

荐并考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开办的全国

第一届第一批计划生育干部专修班，学习计划生育管理专业，学制

两年。

、47、1984午9月至1 o月，兖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组织对各区(镇)的超生费收支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

48、1 9 84年1 o月26日，兖州县谷村区被评为山东省计划生育先

进单位，道沟区大桥村党支部书记陈玉明被评为先进个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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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月1日，兖州县人民政府发布兖政发(1984)1 04

《关于加强超生费管理的暂行规定》·

7月2日，中共兖州县委、兖州县人民政府发布兖

《关于在全县农村实行间隔式二胎生育政策的若干

11月7日，兖州县又一次进行了超生费的清理和整

兖州县清理整顿超生费领导小组”，由副县长潘凯

杨德存、赵玉林，张俊玉、李玉奇、闫世明等同志

o
。

兖州县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同时有城郊

村区人民政府、颜店区人民政府、漕河区邴村乡政

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医

兖州肉联厂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高均荣被评为全国

人。

：．j．，J，．J●1』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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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据对兖州史前遗存调查，早在七千余午前，就有人类栖息繁衍

在兖州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但因县境疆域变化不已，几经沧桑，文

献散佚，历代人口变化情况无可查考，仅存的有关资料亦残缺不

全。一 -，，
，

．

‘．

。

．

～。

据清李潆于康熙十一年(1 672年)重修的《滋阳县志》(滋阳

县于1962年改称兖州县．)卷之二记载； ，

。 明洪武二十四年(1 391午)有户3783，I：1 4322；明嘉靖四十三年

(1 564年')有户7725，口14 1 22；明万历四十八年(16 2 0年)有入丁

38957；明崇祯十三年(1640午)奇荒大疫，。至十五年(1642年)，

兵变以至於鼎革，共逃亡人丁27555。“查滋阳万历末年，人丁3 000

有奇，迨崇祯十三年之后，则耗者十之七而国祚随移守位日人不信

耶：矗
。

‘

一

．清初， “兵燹继之，疫疠又继之，丁壮化为白骨”，人口减之

甚多。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知县李潆奉文编审细查实，在户口

汰共老绝民间十六岁以上者令其自供，‘审出新丁1 7 97T，以上通共

心1 5242弋。

清康熙五十年(171 1午)以后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

又实行“摊丁入亩”，人口有了较大发展，清康熙五十四年(1 7 15

年)，滋阳县有户27436，口1 87794。又据《滋阳县乡土志》记载：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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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德宗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有户19328，男女共104204口。

民国期间，国难加旱蝗，饿殍遍野，铁蹄下的滋阳黎民，更是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据知事蒋寿彤调查，中华民国九年(1 920

年)一月出版《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中记载：滋阳县人口1 67370：

其中男丁95 090，女口72280。
’

‘

‘1 949年．滋阳县人口共26 3627。
一

．建国前，在传统的婚育思想影响下，滋阳人民婚嫁年龄多在十

六：七岁(见《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中华民国九午一月出版)。

婚后节育无方，早婚造成早育、多子，人口出生率相当高。同时又’j

：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年轻力壮的尚且难以挣钱糊

口：更何况要养活老人和众多的子女；加之兵荒马乱，战争连绵；

瘟疫流行，缺医少药，人口死亡率亦相当高。几千年的滋阳人P在
一’

波动起伏中上升：．增长十分缓慢。若根据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 ．

知县李潆编审细查的人丁数为始，j(丁是当时田赋计算单位。清代

初期，。按丁数与实有人口折算，每丁合4．99人。见周源和“清代人

口”，载《中国社会科学》1 982年第二期。)，1 5242丁折算为当时滋阳

县人口有76058人，到1949年建国时人口为263627，277年间共增加 -

了1 87569人，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45％。这种高出生、高死亡、低

自然增长的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不仅是滋阳县生产力水平低下的 ．

直接反映，也是剥削制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
、，

’x

1 94 9年1 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旧兖州遗留下来的人口问题也随之．

开始逐步解决。建国后几年中，兖州县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社会安定，人民休养生息，生活改善，生育愿望强烈。党委和政府

1 4。 ．



忙于发展经济，巩固政权，虽提出了节制生育的要求，却同时又采
。

取了一些客观上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人口生育水平不断上升：

1949年全县总人口为263627人，到1962年则发展到345013A。13年

1'4净增人口81 386人，午平均增长速度为2．1％。其中1 953年一l 957

年五年中，年平均人口出生率为36．84‰，死亡率为1 2．1 7‰，年平

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67‰，形成了建国后第一个人口生育高峰。

人口再生产类型由建国前的。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一类型

迅速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类型。它明显地反映
’

了社会制度变革对人口变动的巨大影响；反映了兖州县建国以来生

产力水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平均寿命的延长；它还意

味着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增加，未来人口增长势头很猛，如不
‘

未雨绸缪，必将给新的社会造成更大的人口压力。

为此，兖州县从1963年起开展了全县性的节制生育宣传和各项

具体工作。按照中央靠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的

指示精神，．县委、县人委安排在山东兖州肉类联合加工厂和城关公

社天仙庙大队作试点逐步铺开。当时虽然提法上是计划生育，但在

整个工作中，一没有人口计划，二没有生育政策，不具备计划生
’

育的实质性特点，管理与组织也仅仅是开始。1963年--1965年全县

人口出生率有所下降：1 963年出生率为44．34‰，1 964年下降到38．

09‰，1 965午又降低到34．99‰。四种节育手术：1 964年共做2257

例，1 965年则猛增到8474例。但在这几年中，由于没有在占总人口

86％的农村开展大规模的节制生育运动，全县人口的出生水平没有

大幅度地降下来，出现了建国后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

．1966年开始全国文化革命大动乱，六十年代后五年的节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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