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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欢庆新中因 ω 华诞之际，{清镇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志》出版了，这不仅是清

镇人口计生工作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纵观全书，资料详

实，内容丰富，清镇市人口计生工作的发展演变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人口与资源、环

境的协调发展的峙咪岁月、光辉历程历历点间，为我们研究部署人口计生工作提供了半

窑的资料、宝贵的经验，也为我们分析研究清镇市人口发展状况和人口与经济

源、坏境协调发展提供了重妥的参考0

当前，清镇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正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

进入的全面发展关键时期。我们相馆，集合市人口计生干部的智慧和力堂，集全市各级

各部门在人口计生工作中齐抓共管、综合治理举措之力，集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

与，元私奉献之精神，清镇市人口计生工作将再上新的台阶，再创新的辉煌。

新中国建立ω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 年来，清镇市与伟大祖国同行，走过了沧桑

巨变、波澜壮阔的岁月。我们从贫穷落后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跻身全国西部宵

强岳和全省提济强县之列，人民生活跨入小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合市广大干部群众

正万众一心J锐意进取，向实现科学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清

镇市的人口计生工作，同样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岁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巨大的进步。

按现存史料记载，明朝初年到新中罔成立前的ω 多年旦，清镇人口再生产总体是

"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传统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和原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再生产类型快速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人

口的快速增长引起了党和政府及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我国开始艰辛探索适合中闺阁情

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后来，清镇和企罔一样，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以及观

念、体制、技术等诸多条件的限制，计划生育工作受到极大挫折并一皮停顿。随着 1叨5

年贵州省会面推行计划生育，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清镇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

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历经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和稳定低生育水平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三个发展阶段，不断在发展中进步、在发展中创新。 1995 年，清镇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州市入口和计划生时
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

历史性转变。计划生育工作边步走上了组常化、科学化、法制化的轨道。 1蜘年到

2∞5 年，清镇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建立起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依法管理、村(居)民自

治、优质服务、政策椎动、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 2脱年以来，清镇市罔绕"稳定低

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中心任务，人口和计划生育工

作继续保持健康皮展的态势，长效工作机制逐步完善，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得到加强，低

生育水平继续稳定，人民群众生姐健康水平和满意程度普遍提高。京剧年到 '2f1J] 年，

人口计生工作连续在贵阳市名列一等奖。

清镇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成就来之不易，它不仅是各级党委政府高皮重视、正确领

导的结果，也是各级各部门积极配合、齐齐t抓共管

工作者辛勤工作的结果，史走企市千万个普i通恿家庭自觉响应罔家号召实4行于计划生育政筑

的结采o 3细0 多年来，清镇市历届党委和政府高皮重视人口和刺t计十恻为划l性生宵工作，坚持党政第一

祀乎亲自抓、负总贵，分管领乎具体抓、负实贵，人口计5生且工作实行"一祟否决"飞，建立了严

格同林管理和考核奖惩体系玩;历届人大、政协积极参J岛号，共间为清镇市人口计生工作创造

丁一个良好坏境;3细0 多年来，全市人口计生战线上的广大千部职工，踏遍千山万水，走进千

家万户

定低生育水平的目林做出了卒越的贡献o 实践证明，全市计生干部队伍是一点具有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告悴献精神的队伍。在此，借本书出版的机房，我谨

向 30 多年来对我市人口计生工作给予大力义持、无私帮助的各位领导、各级部门、各界朋

友，向为我市人口计生工作的改革发展奉献青春和汗水、付出艰辛努力和辛勤工作的…代

又一代人口计生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当前，我市正处于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市建设、椎动科学发屁的关键时期。抓好人

口计生工作，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市、推

动科学发展的重大任务。我们相信，有企市人口计生干部的的不懈努力，有企市各级各

部门的齐抓共管，有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坊，清镇市人口计生工作将再上新的台

阶，再创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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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清镇市委书记杨明晋

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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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关文史资料中得知，早在几千年前，清镇地区就有人类的活动。清朝康

熙二.十六年( 1687) 清镇设县，旦旦进光二十一年(1905) ，始有县人张绍鉴对企品人

口进行调查统计的记我，其总人口数为 67115 人o 清镇地区从有人类活动至此，

在这块迫于繁衍人口的土地上，终于拥有了这一规模的人口总囊。

1905 年到 1949 年的 44 年间，清镇县的人口发展到 158876 人。仅增加的人

口数，就超过了前几百年的发展总数，其增长速度之快，令人惊叹。然而在这段动

荡不安的年代旦，政局不稳，级济落后，人民贫苦，饥荒、疾病、战乱连年，人民难以

安居乐业，虽然人口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其一路走来的历程还是给人们留下了几

多辛酸的痕迹。

解放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安定，医疗卫生条件好转，人口

生存空间广阔，使人口的增长速皮加快，1. 1974 年末，人口达到了 32 万人。仅 25

年时间，清镇人口又翻了一番，速皮之快，前所未有。然而今人担忧的"人口问题"

却越来越显突出口

所谓"人口问题"主要是指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比例问题。如果两者发展

的比例失调，就会产生就业问题、教育问题、住宅问题等。如果对"人口问题"解决

不好，阁家将长期处于落后，人民则永久置身贫穷。

为了处理好"人口问题"党和罔家采取了有效措施，把实行计划生育列为一

项基本罔策，作为我罔总的人口政策，努力实施让人口有计划地，增长，着力使人口

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比例相适应。此项工作的开展，既有战略性的非置，又有战术

性的要求，既有远景规划，又有近期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举国上下千家万户经过 30 年来的奋牛，清镇与会闽、全省一样，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绩，人口的增长从快速逐步变为平辙，从平缓地于稳定，基本实现了低生育水

平目标，使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由于人口总

数已经过大，人口增长高峰势头正盛，因此，对计划生育工作不能掉以担心，更不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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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有丝毫的松懈。

为使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是具科学性，使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达到真正的相互

适应，势必更需典人们更多地了解清镇人口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

来的情况，进而纵观全局、居安思危、科学掌控、注重实效地把稳定生育水平、统筹解

决人口问题工作继续进行下去。我们本着"存史、资政、育人、宣传、警示"的编史原

则，搜集、整理、编写了《清镇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志》一书，作为新中国建立ω 周年献

礼。

本书主体分三个部份。第一部份是人口，主要以清镇县(市)历次人口普查资料

(爱点是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清镇县(市)历年公安人口年报资料及《清镇县志》

中的有关人口的历史记载为基础，辅之以其他有关资料结合起来编写，主要反映清

镇人口的数晕、人口的构成、人口与土地资源及经济的关系。第二、王部份是计划生

育工作及其机构人事，主要是根据自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国家和各级所产生的

有关政策、清今、文件、简报、讲话等资料为基础，经过按理精选编排，力求较为清晰

地，把.40 多年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政策、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管理、工作实效以及

保障工作等情况反映出来。另外，还设立了大事记、附录、图照农等。大事记主要记

录了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大事要事，按时间的先后记述，以便读者能较快地了解清镇

计划生育工作的过程。附录立典是有关计划生育的政策规定、法律法规、主要文献

等。图片则是便于立观地了解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情况。

本书在编写的接个过程中，得到市委、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领导的指导和支持，

得到市立相关部门和各乡镇、街道的协助配合，得到老同志、老领导的关怀、指导，

得以顺利进行，谨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受到水平的限制，书中难免有不妥和错误之处，诚恳地希望读者批坪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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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镇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周

党组书记、局长刘登笠

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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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侧

凡例

一、指导思想。维护《宪法》基本原则，以邓小平人口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实事求

是记述全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反映阶段性的成绩和挫折，为构建

和谐社会服务。

二、断限。本志为创修，上限不限，下限至 2008 年，突出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 30 年全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三、体裁口采用述、记、志、录、阁、照、表，以志为主体设章立目，横排坚埠，在

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揭示其内在规律。

四、行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体，对入志的巳然之事适度议论，寓观

点于记述之中，语言力求准确、简明、朴实、流畅，规范使用标点符号和简化汉字。

五、时间表述。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阁成立后，统一使用公元纪年月日，

民国时期括注省略"公元"和"年"二字，用阿拉伯数字书记企数，清代及清代以前

采用朝代年号记年或农历记月日，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

六、数据。计量单位和统计数据以市统计部门为准。

人口统计源于公安年报常住人口数。

计划生育统计源于计生统计，含常住、临位、流动人口数。

七、流熏使用原始资料和基层资料，交叉记述的内容采用互见法力避机械重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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