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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县人民政府^大门v

滕县计划生育委员会

县委常委专题研究

计划生育工作



县委时书庀王浴安

在全里讨翅生商工作

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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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县长陈慕兰同志和县计生委负责同志一
起研究制订改革方案

县计划生育委员会

全体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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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计生委主任周文运H志深入乡镇，检查宣传

技术服务站建设情况

全国计划生育先进个人、级索镇前王晁村妇代主任胡召荣深入驯户做育龄妇女的计划牛

育工作



滕县出席全国计划生育先代会的集体和个人代

表光荣归来

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在全县计划生育先

代会上

县委、县政府领导

同志在先代会上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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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滕县计划生育志》问世了，这是滕县百万人民和广大计划生育]：作者的共同愿望，也

是滕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滕县乃文明古县，人口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兴衰起伏、增减变迁，理当载入史册。历

史上每一个朝代的人口政策总是和经济发展相联系的，特别是每一个朝代的初期，都以能够

促进经济的发展为前提，来制订自己的人口政策。西汉初期，由于连年战争，使社会经济全

面崩溃，急需恢复生产，把经济搞上去。但由于在战争中人口死亡过多，劳动力严重不足，

只有加快人琢的发展，增加劳动力，才能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所以，汉高祖

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人口增殖的政策。西汉王朝是这样，其他王朝大抵也是如此。明

初，太祖朱元璋“屡迁山西之民于山东”；清初，圣祖康熙“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这些人口政策，都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了霞要的促进作用。

借鉴历史经验，必须面对现字。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人口政策也不同。在几千年

的封建、半封建社会里，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刀耕火种，完全靠手工劳动从事生产．而

且，由于战争、灾荒，疾病，使得人口总数不多(明以前的各朝代，滕县最多也只有10万

人)。所以，只有增加人口，发展更多的劳动力，才能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建国后，随着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要发展社会经济已不能峰靠劳动力了，而要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并

且，由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上升，致使我们现在的劳动力资源十分充沛，甚至供过于求。如

果继续过快、过多地增加入口，只能增加社会消费和社会负担，不仅无益于社会生产，而且

影响资金积累，延缓社会经济的发展。建国后，党和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正是根据我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特点而制定的，它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

要，完全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刊益。因此，经过宣传教育，人民群众是能够自觉实行计

划生育的。滕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滕县J963年起建立计划生育机

构，大张旗鼓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从1963年至1985年的22年间，共做四种节育手术692，j9 J

例，使我县人口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62年的38．z3‰，1985年降到7．5I‰；

单是1970年至7985年的15年时间，全县就少生681，750人，从而大大减轻了社会压力，增加

了资金积累，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快了四化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同家把计划生育列为一项基本屠1策，滕县的人口发展和计划

生育jC作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躬逢盛世，志在必修。记载滕县人口兴衰变化，反映计戈IJ

生育工作规律，再现滕县广大干部群众贯彻执行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光辉足迹，讴歌计戈{J生

育战线上的广大干部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以资治当今，启迪后世，实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

情。

计划生育志的编写，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详今略古，秉笔直书，既尊重史



实，又符合时代精神，把科学性和思想性结合起来．

在编写过程中，承县史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计划生育战线和卫生部门的一些老同志大

力支持、积极提供资料．编写人员认真负责，积极努力，数易其稿，不厌其烦，始成今日之

志稿．在此，对编写此志作出贡献的同志一并表示感谢l
’

滕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周文运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序 =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而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男一方面是人

类自身的生产，即繁衍后代。两种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人

的生产和物的生产相互协调，就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反之，如果两种生产长期不相适

应，则会延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乖华人民共和圄建立后，我国入口增长过速，与物质资料生

产的发展相脱节，两种生产的比例严重失调，给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许

多困难。计划生育势在必行，它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

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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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成功。中共十二大将实行

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同策，进一步明确了it-步．ri生育的战略地位。

7l：贯彻执行国家所制定的人口政策过程中，滕县广大干部椰人民群众作出了积极的响

’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仅1970年一j985年间滕县人口出生率就由37‰下降为

13．Ol‰，15年中全县累计少生约80多万人，约相当于全县现有人口总量的半数。同时，群

众的生育观也逐步得到改变，入口素质逐步提高。入口政策的有效贯彻，逐步促进了人口与

社会、经济的胁调发展。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滕县是全同计划生育先进县，1976、j977

年先后两次出席了命围计划生育汇报会，J985年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

《滕县计划生茸志》系统地总结了滕县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实践活动和所取得

的成效，并扼要地介绍T历史上本地区的人口数量变化和迁移变动概况。内容丰富，文笔流

畅，科学性和思想性均较强，是一部较好的计划生育志书，在山东省和全国县级计划生育志

书方面走在前列。预祝滕县计划生育工作在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绩。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副主任、副教授 吴玉林

一九八七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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