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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工业，农场、矿山，学校等单位也建立了卫生所(室)。如工人医院，商业系统职工诊

所，七八一矿职工医院，设备厂、水泥厂，莲花湖农场、潘坡农场，席庄农场、车站搬运

站、县高中、一初中等，都设有医疗室。全县共三十八个医疗单位，医务人员共有604

人。发证大队乡村医生907人，个体开业的诊所，药店和摆摊的医药卫生人员110人。这

支强大的卫生队伍，比建国初期增长三十倍。遍及全县各大小村庄，在城乡构成了周密的

卫生防疫，医疗、妇幼保健网，过去缺医少药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为了方便群众就医；

各级医疗单位实行了三八制或二十四小!寸连续值班制。县医院、防疫站、公疗门诊还配备

了救护车，专供抢救病人、防疫、妇幼保健、卫生宣传等使用。县人民医院添置了一定数

量大型医疗器材，并能做脑、胸、腹，显微外科等大型手术。目前，除花庄、槐树两个新

建立的公社医院外，各公社医院都有30至400毫安的X光机和部分心电图、超声波等医疗设

备，并能做腹部手术和难产处理。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了党对卫生工作的

领导，改革医院管理制度，并于1980年对广大医务人员实行职称晋升，全县共晋升主治医

师(或相当职称的)11人，医师57人，护师8人，化验技师2人，X光技师1人，医士75

人，护士30人，助产士13人，药剂士14人，化验技士9人，X光技士3人，改定职称的3

人，总晋升222人高中级医务人员，并进行普遍调资。广大医务工作人员心情舒畅，学业，。

务，钻技术，搞科研蔚然成风，增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改变了医疗作风，提

高了医疗质量。

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工作，在防疫方面：天花、霍乱、白喉j猩红热，性病，脊髓灰白

质炎等传染病已被消灭。流脑、疟疾等传染病发病率显著下降I麻珍、百日咳等基本控制’

新生儿破伤风、产褥热将近杜绝。广大人民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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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堂，大赵庄，文城．诸市，褚堂，洪堂，关王唐，石寨铺，柳庄，大兴，车站，常庄． ，

张店，高集，恒兴。

一九五八年把原来的二十六个乡合并为十个乡，建立了一乡一社(集体农庄)。

卫星集体农庄在杨店，后称第一基层社。

红旗集体农庄在玉山，后称第二基层社。

原子集体农庄在沈寨，后称第三基层社。 ． ，

钢铁集体农庄在和兴，后称第四基层社。 ’一

红色集体农庄在城关，后称第五基层社。
’

火箭集体农庄在常庄，后称第六基层社。

共产集体农庄在石寨铺，后称第七基层社。

东风集体农庄在关王庙，后称第八基层社。

诸市集体农庄在诸市，后称第九基层社。 ．

文城集体农庄在文城，后称第十基层社。 ，

共计66个生产大队，675个生产队，后来农庄改为石寨铺、关王庙、常庄、文城、

沈寨，和兴、玉山、车站、诸市、查牙山十个管理区。

一九五九年三月把十个管理区划为十个公社，二百。九个大队。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二年常庄分出张店公社，文城分出张台公社，后又划出花庄一个

公社由文城，阳丰，崦岈山三个公社各一部分组成，诸市分出褚堂公社，玉山划分出阳丰·

公社，喳岈山划分出槐树公社。在划分公社时与其它社队所靠近大队均作补充划成相当的

管辖区。石寨铺公社，关王庙公社、沈寨公社、和兴公社、车站公社，城关镇共计十七个

公社至现在。

第三章人口变化

一、历史人口变化

自秦王政建制以来，人口变化很大，历朝没有详确数字，民国时期开始记载。民国十

七年(公元1928年)，全县共有5746户，314，256人，、其中男165，321人，女148，935人，’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全县有43，065户，263，277人，其中男124，150人，女139，127

人’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全县有55，746户，人口353，496人。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变化 t

从1949年底遂平县人口出现高出生，低死亡。1950年人口为349，104人，1964年底发，

展列359，316人，十五年增加10，212人，年平均增加686人。
’

1964年至1973年十年间计出生102．342人，年增加出生婴儿10，234人，年平均出生率

27．83‰。1965年出生率最高达35．4‰，是建国后人口增长的高峰时期。1974年后出生率

逐渐下降，到1982年出生率为15．43‰，人口自然增长率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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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乎县1 9 5 o年至1 9 8 2年人口统计表

年 度 总人口 男 女 备 注

1950年 349014 175727 17388 7r

1951年 365258 183184 182074

1952年 351505 174736 178770

1953年 358346 178039 180307

1954年
’

371593 ]．85004 186589

1955年 377910 187681 190229

1956年 371593 185004 186586

1957年 382076 190681 191395

1958年 384446 192658 191788

1959年 381707 189584 192123

1960年 340513 167213 173300

1961年 333263 192929 170334

1962年 357572 176622 180950

1963年 357910 177030 180889

：5 1964年 359316 177689 181627

1965年 366429 181465 184964

1968年 37 7r350 186926 190424

1967年 385419 191501 19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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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平县1 9 5 o年至l 9 8 2年人口统计表
●‘’ ：，

t， f’ 。‘
‘、●‘

年 度 总人口 男 女 备 注
●

j

!j 1968年：．’“ 。’?35941袋⋯≯．
。‘

195709 199710 》

1969年 410420 203306 207060
，t

l

0 。 一

一， ，

1970年 427545 213490 214055
{ ～

1971年 440249 219146’ 221103 』
#。。

1972年 450123 224452 225671
l

1973年 } 461658 I 230377 231281
、‘～．．

’
，

1974年 470669
1

234931 235738 ， L，。

1975年 463507 233541 229966 ⋯

、：i’

一1976年 i 473019 238961 234058

1977年 。

484404 i 245785 。 238617 j
{

～“

-

1978年 493106 J 249830 243276 i

i
1979年 ， 502023

‘

253727 248296
．· ’}‘’．。

1980年 510573 268618 251955

1981年 517040 251559 255481 l

1982年 1 524619 266174 258455

{ f {
'气j’
f
_

l } oj

·堂旁。

∥一番1}警t亳，一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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