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唱
路
躲d
m怠



安丘县人口志

安丘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前

安丘境内臼新品器时代便有人类居住。为 1己

述我县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口过程和人口规律等

史实，达到资治当今，忠及后世之目的，在县委、

县政府的领导下，有关部门抽调编辑人员，在查

档、走访、座谈等广征博采资料的基础上，编基

了共已志。

本志分十二幸三十二节，计八万余字。主要

技集整理了本县历代人口规模、 变动和人口构

成、素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史

料。力求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能够发挥积

极作用。

编写本志，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实是求是、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

则，对古代人口史料作了鉴别分析，去伪存真、

取其精华 p 对近代人口资料，内查外词，多方考

证，质疑审实，保其翔实，记编在内。并附图表

作补充。力求通荔突出地方特点。

旧县志对人口的记载极少，故编写本志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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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又加资料缺乏，时间所?民，虽经多次斟酌

修改，但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鉴谅。

句

--

《安丘县人口志》编篡领导小组

1987年11 月



凡例

一、本志结构分为章、节、目三级，横排纵

盐。表格随行文穿插使用。

二、全志用语体文。"犬事记"采用编年

{卒，辅以记事本末休。"附录"以辑录休。其余

各幸用记述体。

三、断限 z 上限起于1368年，下限断于1985

年￠

四、纪年采用双轨制，公元在前，括号内夹

注中历纪年， 1949年后直书其年。

五、历代称号，一仍其旧，历史名称按当时

名称。

六、建国前人口资料来自《安丘县旧方志资
料选编》及描抄的档案资料。

七、县、乡〈镇〉面积数由县史志办公室、地

名办公室、统计局核实后提供。
八、计划生育章中资料来自县计划生育委员

A ~l 

九、科技人口数由安丘县科学技术委员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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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于、 1953 年、 1964年、 1982年中的人口资料

未自安丘县人口普查资料。

十一、其它资料来源，除行文中注明和页末
注明外，其余均来自历年《安丘县国民经济统计

资料》

十二、数字运用 z 表格、公元纪年、行文中
统计性数字用阿拉伯数字，其余用汉字表示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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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1368年(明洪武元年)

户口登黄册，全县有29800户， 161100 人。
1528年(明嘉靖七年〉

春，民大饥，人相食。瘟疫流行，人口大量

流亡。

1539年(明嘉靖十八年)

春，民大饥，人食草根树叶，饿死者甚多。

1563年〈明嘉靖四十二年〉
春，大疫流行，人口死亡者甚多，卡人中仅

有一、二幸存者。

1569年〈明隆庆三年〉

7 月，大水，平地深三尺，全县冲没民舍近

半数，死者千余人。

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

知县派员"编审"户口时查，县内有19174
户 t 4&16，7人。

1594年(明万历二十二年)

春，民大饥，人食草根树皮。



1615华(明万历四十三年)

夏，犬旱，埠。秋，犬饥，糠批、野草、树
木为民食之一尽，后食死者肉。年内兵死、狱

死、饥死、寒死、瘟疫死及流亡者，达三之二。

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
2 月，县内战乱，逢王一带人烟儿绝。

1668年〈清康熙七年〉
6 月，大地震。山丘裂缝， '井泉干酒，房屋

大半倒塌。凡夫后连下犬雨三昼夜。犬水成灾。
人口伤亡甚多。

1691 年(清康熙十八年)

春，大饥，民食草根树皮，卖妻卖女十户有

五。

1726年(清雍正四年)

摊丁入亩征赋时查，全县共有37585户，

45'2053人。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

春，民大饥，饿碍遍野，尸骨成堆，流亡、

卖妻卖子者甚多。

1875年〈清光绪元年〉

举行新政，县设统计处，分社派员调查户
口。

1881华〈清光绪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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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 7 月，大雨如注一昼夜，河流泛滥，洗、

汶河下游淹死数百人。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县统计处统计，全县共有71964 户， 469905 
人。

1917年〈民国六年〉

秋，伤寒流行。道口、山东头、近戈庄等村
死者很多。有的全户死绝。

年内有1500人生活所迫卖劳工去欧州参战，
1920年春回归者极少，多数留居或死在异国。

1923年(民国十二年)

秋，鼠疫流行。周家营子村病死360人。

1924年〈民国十三年)

霍乱流行，南流张家庄头村病死82人。
1927年〈民国十六年)

春，流行麻莎，儿童死亡很多，仅二里庄死
亡儿童32个。

1930年(民国十九年)

秋，凌河一带流行黄胆性肝炎，病死者很
多，仅泉子崖村就病死十余人。

1931 年(民国二十年)

伤寒流行，较重的胡峪村病死72人。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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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省沦于日军，居于东北各地的安丘人
纷纷回家。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全县95648 户，

560374人。其中 z 男 304289人，女256085人。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夏，黄河在山东决口，济宁等地灾民多来安

丘。

1938华〈民国二十七年)

8 月 26 日，驻坊子日军从高陵官庄抓走膏壮
年农民29人，押至浦县楼姑山东杀害。

l' i42华(民国三十一年)
日军在县内骗收100余各农民，去日本充当

劳工。日军投降后回来的极少，多数留居或死在

他乡。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伪军历文礼部，袭击类家庄，打死、、抓走乡

民31人。

1945华(民国二十四年)
县内解放区20ω多名青年，参加了人民子弟

兵。

1947华(民国二十六年)
华东局派100多名干部来提肉的淮安县工作。

会



1948年(民国二十七年)
12月，老安丘县有1539名青年参军入伍。

1949年

2 月，新老安丘县4800多名青年参加人民解
放军。境内二县近200名干部奉令南下。

19-50年

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1951年

2 月，全县4700名青年参军出国抗美援朝。
春，麻莎流行， 1537人患病， 253人死亡。

1952年

春，麻莎流行， 5900余人患病， 91人死亡。

1953年

7 月 1 日，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县共

66~ 5'49人，其中 z 男 334-606人，女33494g人。

1954年

春，麻莎流行。 5969人患病， 91人死亡。
5 月 29 日，县境西南和东南部遭雹灾，打死、

打伤 10余人。

1955年

3 月 22 日，全县 1200户，近6000名农民，支边

去黑龙江省落户。

春，流行麻莎-， -8 100人患病， 56人死亡。

c事



7 月，两次暴雨，淹死11人。

1956年

4 月，城关、景芝、夏坡、喜~山四个区，

200名青年支边去黑龙江省北安县幸福乡建设村

落户。 10月移民家属8'00余人迁去黑龙江。
8 月，县内男女青年1659人，报名支援边疆

建设。其中 s 去吉林300人，黑龙江600人，甘肃
100人，云南200人，新疆459人。

秋，百日咳、病疾流行，患者5500余人，死

亡42人。

1957年

春，麻莎流行，患者12339人，死亡114人。
1958年

春，麻莎流行，患者4282人，死亡75人。
9 月，县委在城关公社烟市街犬队召开万人

犬会，号召党团员和干部带头晚婚和节制生育。
1960年

8 月 13 日至 4 月 16 日，景芝、孙孟、赵戈、
岐山、雹泉、夏坡、凌河、城关、慈山、拓山 10
个库区公社， 3745户， 17906人，迁往吉林省通
化、辉南、抚松三市、县。

6 月 12 日， 13处公社遭风雹，石堆烟站犬屋
被风刮倒，在屋内开会的社队干部砸死11人，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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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124人。

8 月 16 日，大暴雨，淹村35个，伤亡 103

人。
年内，全县动员 200名青壮年参加开发渤海

湾。

1961年

春，麻莎流行， 20755人患病， 156人死亡。
1962年

6 月下旬，两次暴雨，伤亡31人。
年内，脑炎流行，患者747人，死亡107人。

1963年

8 月，县政府召开县直干部大会，传达贯彻
周恩来总理在华东局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倡计划生

育的指示。

1964年

8 月，县委、县府在城关、景芝两公社进行

计划生育工作试点。本县参加昌滩地区，四级干部

会议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有42人在会期结扎。
5 月，县举办计划生育展览。

7 月 1 日，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县共
784854人。其中 z 男 396083人，女388771人。

1965年

春，县举办43人参加的节育手术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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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脑炎流行，患者528人，病死50人b
1968年

春，在卫生局和景芝分院分别举办全县放环

员和结扎医生训练班。参加者有不脱产的放环员
45人，脱产医生15人。

年内，麻莎、脑炎流行，患者1847人，病死
80人

1S8V4:在

先后发生流行性脑膜炎病，患者2S57人，死
亡79人。

1 $3年

年内有流行性脑膜炎病患者1037人，死亡57

人。
1970年

春，县妇幼保健站分别在赵戈公社搞流产试

点s 南流、宋宫喧公社搞放环试点，慈山、雹泉
公社摘女扎试点。

6 月，两次雹灾，伤亡34人。

1971 年 w

春，县卫生局组织各医院院长赴烟台地区荣

城县参观学习计划生育工作经验。

la72年
4 月，灵山前西坡采石小屋雷击引爆炸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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