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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庐溯凌
志者，记实铭迹，集言成章。盛世修志，有益当代，利泽千

秋，惠及后世。新世纪伊始，首部《平邑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志》出

版问世，可喜可贺!

平邑这块古老、文明、奉献的热土，人杰地灵，物华资实，历

史源长，文化悠久。巍巍蒙山“长寿圣地”，滔滔浚河湍流西东。素

享“圣人化行之邦，贤人钟毓之地”的盛誉。

《平邑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为准则，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秉笔直书，横排竖写，系统再现了平

邑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伟大实践活动。作者挥激奋之笔，书新

中国诞生后人口发展与计划生育事业之巨变；以敬慕之心，为致力

于计划生育事业的先辈树起丰碑，彰之于世，以励后人。该志书脉

络清晰，层次分明，详略适度，上下衔接，左右呼应，体例显明，

分之可独立成章，合之则浑然一体。

纵观历史，人口数量和质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不同

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人口发展也各不相同。在封

建、半封建社会里，人们主要依靠手工从事生产劳动，科学技术落

后，加之战争、灾荒、疫病连年不断，人口增长缓慢，社会经济发

展也非常迟缓。建国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上升，死亡率明显降低，人口数量增长迅猛，人

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按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势在必行，它

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

的生存与发展和子孙后代幸福。因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口与计

划生育工作，实行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计划生育政



策。党的十二大将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明确

了计划生育的战略地位。面向新世纪，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

《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人口与

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平邑县的人VI与计划生育

工作也和全省全国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良好发展时期。

躬逢盛世，志在必修。平邑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审时度势编写的

《平邑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志》系统记载了平邑县的人VI兴衰变化，

反映了计划生育工作规律，再现了广大干部群众贯彻执行党的计划

生育政策的光辉业绩，讴歌了计划生育事业的巨大成就，具有较强

的史学性、科学性和思想性，是一部很好的专业志书，走在了我省

乃至全国县级编修人口与计划生育志书的前列。此志编纂任务艰

巨，惟赖编志诸君有志于斯，纵横苦索，数易其稿，无馁无弃，辛

劳可嘉。

史炳千秋昭国运，志传万代顺民心。鉴往知今，启迪未来。值

此付梓，略述数言，权以为序。

注：班开庆同志现为山东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髟
。



序 二

网1考辽

《平邑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志》是我县计划生育系统的第一部志

书，也是我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修好志

书，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我县是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大县，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全县

人口已基本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

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保持和稳定低生育水平，逐

步达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受县委、县政府之

命，我于1998年8月来县计生委工作，效力计划生育事业，深感责任

重大。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总结过去，了解现状，工作才能把握全

局，突出重点，卓有成效。在新世纪之初，主持编写《平邑县人口

与计划生育志》，透析历史，展望未来，既可为县委、县政府进行

人口与计划生育决策提供鉴往知今的历史依据，又可为广大读者增

强人口意识、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奉献全面系统的宝贵史料，的确是

一件有益当代、利泽后世的好事。

该志书内容包括：概述、大事记、机构设置、党群组织、人口

状况、人口计划与统计、宣传教育、育龄妇女管理、流动人口与特

殊人群计划生育管理、信访举报查处、技术服务与科研、计生协会

工作、计划生育村民自治、计划生育队伍、经费与设施、考核奖惩

共十四章四十四节，另加附录，约四十万字。

该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在笔法的运用上，略古详今，记述我县百年来人口与计划

生育的发展历史，揭示人口兴衰起伏的发展规律，展示新中国成立



后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的巨大变化，反映广大基层干部和计划生育

战线干部职工在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方针政策中的光辉业绩；在史料

的选用上，以档案记载为主，对口碑及其他资料则反复考证核实，

审慎考辨，缜密筛选，基本上做到了证据充分，内容真实，数字准

确，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有机结合，使之能起到存史、资政、

教化的作用；在内容的编辑上，三拟篇目，数易其稿，字斟句酌，

去冗存精，基本上达到了体例完备，观点正确，内容翔实，文字简

练的要求。全体编志人员精诚团结，通力协作，兢兢业业，不辞劳

苦，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这部志书，字字凝聚着修志人员的心

血，章章饱含着集体智慧的结晶。

该志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市计划生育部门、市史志办

公室、平邑县委、县政府等各级领导的关怀与鼓舞；得到了县委组

织部、县人事局、县志办公室、县档案局、县统计局等有关部门的

支持与帮助；得到了诸多老领导、老前辈、老同志的启发与指导，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平邑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志》的出版问世，无疑又为社会各界了

解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希望这部志书能成为

广大基层干部和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案头之书，能够为新世纪的人口

与计划生育工作再创新辉煌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是为序。

注：孙传义同志现为平邑县人民政府县长助理、县计戋I】生育委

员会主任、党组书记、计生协会会长、《平邑县人口与计划生育

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㈡



凡例

一、《平邑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客观记述县内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

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断限原则上起自1949年，下迄2000年。重点记述1963年至

2000年期间本县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实践活动。为保持史实的

连续性、完整性，有些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以志为主，诸

体并用。设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执

行《山东省新编各级地方志书行文规定》。横排类目，纵写史实，

以章、节、目式结构系统表述。

四、文中省、市(地区)、县系指山东省、临沂市(地区)、平

邑县，乡镇、村名用全称。对机构、党派、社团等单位、团体名

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用简称。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

六、数字书写执行国家出版局等单位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统计数字以当时行政区划内公布数字为准。

七、表彰先进所涉单位、人物，以县级以上领导机构表彰奖励

为主。县以下有关表彰在相关章节中记述。

八、资料来源主要以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人事局、档案局、统

计局等单位现存档案为主，参考《平邑县志》、《平邑县卫生志》以

及市档案馆档案和有关知情人口碑，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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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邑县位于山东省中南部，蒙山之阳。东经1170 25’～1 170 56’，

北纬350 077—35。43’。东邻费县，西连泗水县，南与枣庄市山亭

区、邹城市接壤，北与蒙阴县、新泰市交界。总面积l 824．97平方公

里(折合273．75万亩)，占山东省总面积的1．16％。属暖温带季风气

候。四季分明。

平邑县山川秀丽，一风光旖旎。巍巍蒙山为之屏障，滔滔浚河贯

穿西东。境内名胜众多，“天然氧吧”之称的蒙山，为历史文化名

山。主峰龟蒙顶座落境内，为山东第二高峰，海拔1 156米，以其山

奇、水碧、林幽构成闻名遐迩的东蒙胜境，曾吸引着历代众多骚人

墨客、帝王将相登山览胜，流连忘返，留有“不惊渤海桑田变，来

看龟蒙漏泽春”等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

平邑县是个文明古老、人文荟萃之地。据考证，早在五六千年

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栖息繁衍，辛勤劳作。从春秋时

期的曾点、曾参父子，西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羊祜，到清末著名

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左宝贵；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为革命英

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及英模代表，至当代艰苦仓4业、无私奉献的九间

棚人，英贤辈出，代不乏人。素享“圣人化行之邦，贤人钟毓之

地”的盛誉。

平邑县物产丰富，交通便利。郑城、流峪金银花享誉全国，天

宝梨乡省内闻名，黄金、花岗石、石膏等储量丰富，其开采已成规

模。兖石铁路(兖州。石臼所)，327国道(菏泽一连云港)，省道

新(泰)枣(庄)、平(邑)滕(州)、临(沂)济(宁)公路及即

将建成的日(照)东(明)高速公路与县乡公路形成纵横交错、四

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1，’



2 概述

平邑县因驻地平邑而得名。自古迄今，境域和隶属关系多变。

商周时期有颛臾国。秦朝属薛郡。汉代设南城县、南武阳县，并一

度置平邑侯国。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属费县。后历经宋、元、

明、清，至1946ff-4月平邑县建立前，为费县所辖。1949年，平邑县辖

8个区、68个乡，总人口为410 216人，至2000年，辖26个乡(镇)，

1 056+行政村，总人IZI 978 526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36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百废俱兴，平邑县人口迅速增

长。1949～1957年，8年间从41万人增加到49．3万人，形成了建国后

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人口的过快增长，带来一系列社会问

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实行计划生育，已势在必行。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央一系列计划生育政策的出

台，平邑县计划生育工作也开始了其曲折发展的历程。1956年始，

平邑县计划生育由卫生部门牵头，开始了一些简单的避孕节育知识

的宣传工作。这一时期，避孕节育宣传只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没有

形成广泛的共识。1959—1961年，受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等因素影

响，平邑县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人口增

长陷于停滞，1959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人数仅为78人。

进入60年代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平邑县人口出生率及自

然增长率急剧上升。至1962年，达到新中国成立后最高值，人口出

生率达到59．32％o，自然增长率达到46。86％0，进入了平邑县人口增长

的第二个高峰期。1963年5月，平邑县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指示，成

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始将计划生育工作摆上议事日程。1964年10

月，计划生育办事机构——平邑县计划生育办公室成立，具体组织

实施计划生育工作。各区在开展宣传试点的基础上开始选聘、培训

计划生育宣传员。至1964年底，全县共培训农村宣传员10 313名，

印发宣传资料24 532份。这些宣传员积极活跃在基层，紧密结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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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教育运动，运用回忆对比、算细账、真人真事现身说法等，

宣传计划生育对国家、集体、个人的好处，计划生育工作的紧迫性

逐渐为广大干部群众所认识。在广泛开展社会宣传的同时，选拔培

训避孕宣传骨干和技术人员，对育龄群众宣传避孕科学知识，进行

避孕方法和节育技术指导，设立避孕指导门诊，加强避孕药具的供

应，同时开始实施“四种节育手术”。至1966盔129月，共做各种节育手

术8 792例。年底人口出生率由1962年的59．32％。下降到41．08％o，同期

人口自然增长率由46．86‰下降到30．23％。，节制生育的群众活动在平

邑县初步展开，并取得明显效果。

1966年下半年，由于历史原因，平邑县业已取得进展的计划生

育工作受到干扰和冲击，计划生育工作被迫中断，人口出生陷入无

政府状态。到19r70年底，人口从1966年的61．2万增至69．1万人，4年

间净增近8万人，平均自然增长率30．73％o，给以后的计划生育工作带

来严重困难。

1971年2月，国务院《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对有计划

地控制人口增长做了具体部署。1972年2月，县委、县革委及时调整

充实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各公社也相继成立计划生育

办公室。根据党和政府提出的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的要

求，县委、县革委把抓农村和基层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

务。各生产队开始选配“大嫂子队长”，并初步形成了以“大嫂子队

长”、计划生育宣传员、赤脚医生、妇联主任为骨干的基层计划生育

工作队伍和宣传队伍。全县各级不断加大计划生育管理力度，认真

宣传、执行中央“晚婚、稀生、少生”政策，在群众中开展大规模

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宣传教育，将控制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全县国

民经济发展计划。省、地、县组织医疗小分队下乡开展节育知识宣

传、技术指导等活动，全县上下掀起轰轰烈烈的落实避孕节育措

施热潮。1977年，平邑县被省政府评为“计划生育红旗单位”。

1978年人口出生率从1971年的37．10‰降至13．39‰，自然增长率由

27．28％。降至7．54％o。经过8年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人们自觉实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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