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3—1992

津南区统计志

天津市津南区统计局



统计局局长一一王信友
1980．12一1990．12

统计局副局长一一陈果芬
】984．5一一



统计局各科室负责人合影
前排：陈果芬(中)副局长、任忠爱(左一)办公室主任、王
润先(右一)社会经济科科长
后排：徐光路(左一)综合科科长、’王信友(中)局长、张金
海(左三)农调队副队长

计算机房设备一角
溱鬟溱瀵垂



农调队队员下乡调查情景

农调队获得全国表扬单位



《津南区统计志》编辑组名单

主 编 王信友

副主编 陈果芬

责任编辑 任忠爱

编 辑 徐光路

张金海

工作人员 宋艳

津南区志书评审领导小组

主审 任德光

助审 梁维民刭颐兴 王德萍

李仁会马起敏王文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津南区统计志》编辑组名单

主 编 王信友

副主编 陈果芬

责任编辑 任忠爱

编 辑 徐光路

张金海

工作人员 宋艳

津南区志书评审领导小组

主审 任德光

助审 梁维民刭颐兴 王德萍

李仁会马起敏王文锦



序 言

《津南区统计志》&19’92412月开始编撰到1993年6月成

书，历时7个月，这是津南区统计系统弘扬中华文化，记述统计

史实的结晶。

本志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津南区统计工作的发展过程，对

研究津南区统计工作的沿革和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统计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津南区的统计工作从无到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走

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建区初期百废待兴，统计工作被及时

列为一项重要任务，历届政府领导对统计工作千分重视，经常

过问，一些重要的统计工作会议，主管区长亲自到会作重要讲

话o 1；980年以前各个时期统计工作由有关部门统管。在“文化

大革命”初期一度处于瘫痪状态。1980年12月建立起独立的

统计机构一一南郊区人民政府统计科，1988年8月更名为统

计局，在内部设立了有关科、室，至此统计工作得到了全面加

强。区统计局的干部由1988年8月的14人增至到1090年的17人，

而且文化构成有了显著提高o,9k1986年开始陆续配备了微机、

复印机、打字机、汽车等现代化办公设备和交通工具。区属各

主管部门、乡(镇)的统计力量也得到了加强。统计工作已在

全区各个领域全面展开，主要对农业、工业、商业、基建、物

资、劳动工资等方面进行统计调查，并承担了人口普查、国民生

产总值普查等重大调查，还开展了农村住户、粮食、农经、人

口变动等抽样调查和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工作。通过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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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和地方各级党政领导进行宏观调控和科学决篆，提供

：了丰富、翔实的统计资料。

我们坚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统计的信息、咨询、监督功能日趋重

要，统计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提高，在促进津南区社会经济发

展方面必将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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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实事求

是，秉笔直书，以客观地反映津南区统计事业的本来面貌。

二、本志时限，上自1953年建区开始，下迄1990年。为保

持统计工作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特在附录中简介1991年一1992

年情况。

三、本志主要收集了天津市统计局整理的大事记、区档案

局收藏的档案材料和区统计局保存的资料。

四、本志由序言、凡例、图片、概述、大事记、附录、后

记和正文九章二十八节组成。

五、本志采用志、述、录、记、图、表等多种体裁、横

排竖写， “记述体"、“语体文”。力求文字准确、简洁朴

实、通俗易懂。凡需解释之处，均在文中加注。

六、本志中的“大事记”，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的体裁。编年体按年月日记事，并将一事始末记述清楚。

七、本志坚持详近略远的原则，侧重记述建立综合统计部

门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统计事实。

八、本志用第三人称。凡涉及到单位、文件等名称；均用

全称，多次出现时改用简称。

地名；以记事年代的名称为准。区名，原称津南郊区、南

郊区，1992年3月更名滓南区，因此本文部分用原称，仅在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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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序、概况和后记中用“津南区”字样。

人名：直书姓名，对其功过不加褒贬。

九、本志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中有关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数据，均按区统计局整

理数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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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53年建区后，几经区划调整，于1992年3月更名为天津

市津南区。该区地处天津市东南部，海河下游的南岸。全区东

西长26公里，南北宽26公里，总面积为416．8平方公里，境内地

势平坦，海拔高度3～5米之间，四季分明，气候宜人。1590年

末全区有3个镇、7个乡和1个农工商总公司，171个村，总人口

35．6万人，其中农村人口28．9万人。全区有耕地22．75万亩，其

中园田3．4万亩，粮田1 7，．2万亩。历史上小站地区种植的“小

站稻”，以产量高，米质好而驰名中外。

建区以来，津南区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光辉的历程，从社会

主义改造到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从“文化大革命”到

社会主义新时期，无不包含着全区人民艰苦奋斗的成果。

在1978年以前，津南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人民生

活水平不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指

引下，津南区委、区政府带领广大干部j群众，同心同德，团结奋

进，坚持改革开放，发挥区域优势，使全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

速发展。1990年全区农村社会总产值达到319，569万元，比1978

年20’701万元增长14．44倍。全区农村工农业总产值(按八。年不

变价格计算)达到243，559万元，比1978年18，603万元增长12．09

倍，平均每年递增23．90％，比1953年至1978年25年间每年递

增8．00％，高出15．9／i,-百分点；农村人均纯收入199d年达到11

b4元，比1 978年186元增长5．2倍，比1965年144元增长7．01倍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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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津南区的统计事业也经历了曲折

发展的过程。37年来统计机构变动频繁，1966年以前统计工作

先后由区政府农建科、区政府办公室、区计划委员会、区人委

办公室统管；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处于瘫痪状态；、1 968年91月

至1980年12)1期间先后由区革委生产组、区革委农业组、区革

委农业生产指挥部、区革委经济计划组、区革委综合计划组、

区计划委员会、区计划经济委员会统管；1980年112月建立起独

立的统计机构一一区人民政府统计科，19818年8月更名为区统

计局。统计力量时弱时强，但统计工作从未间断，广大统计人

员以甘当无名英雄的姿态，为各级党政领导进行决策活动提供

了大量的丰富的统计资料。 、

统计是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客观反映，是党、政府和人民认

识国情国力，决定政策、制定计划‘的重要依据。建区37年来逐

步建立起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与统计的基本职能相适应的统计

调查制度。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及时地系统地汇编各种统计资

料。

开展统计分析，是向党政领导提供统计服务的重要手段，

也是统计工作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统计调查，提供统计

资料基础上，组织广大统计人员开展统计分析，使统计职能得

到发挥。

在统计管理上，逐步建立起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管理体

制。重点是建立了乡镇统计站，以统计站为核心，完善农村统

计信息网络。
“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统计现代化建设也逐步得到加

强。

为了适应新时期统计工作的需要，在抓好统计干部的政治

学习的同时，也注意了抓统计干部的学历教育、岗位培训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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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新知识的普及教育，不断提高广大统计干部的业务水平。

1984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实施，是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的统计工作进入

法制的新阶段，为充分发挥统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服

务和监督作用提供了法律保证。今后要努力提高统计资料的准

确性、客观性和科学性。进一步加快统计改革和建设步伐，充

分有效地发挥统计信息、咨询、监督的整体功能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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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53年

5月15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布《撤销天津县人民政府建

制，成立四个郊区人民政府的指示》，即津东郊区、津南郊

区、津西郊区、津北郊区。5月20日区人民政府正式办公。7月，

区政府农建科负责农业、户口变动等统计。

7月1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为准备普选进行

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在全区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o

1956年

5月23日，副区长任志坚在全区统计工作会议上，作了《关

于1 955年农业统计工作简结和1 956年农业统计工作意见的报

告》。由市农林水利局周绍武(后担任市农委计划处处长)亲

自讲解了1956年农业统计报表。会议开两天，有各乡镇长、秘

书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股长参加。

10月6日，区长徐树义亲自传达贯彻天津市第一届先进统计

工作者代表会议精神。

10月，综合统计工作由政府办公室统管。

1958年

6月24日，副区长王勤学在茹全区乡、社统计工作为政治为生

产服务跃进大会”上，作了题为《鼓足千劲，力争上游，组织

全区统计工作大跃进，苦战一个月，改变我区统计工作面貌的

报告》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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