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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亿、三十亿、十一亿!世界的、亚洲的、中国的人口警告黄牌!

十一亿炎黄子孙，可谓兴旺众多!十一亿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是喜是忧7．

勿庸讳言，“十一亿”这个巨大的人口压力，是系在中华民族肩上的沉重

负担。衣、食、住、行，教育、就业、能源、生态乃至生存环境产民族素

质“⋯·，不容我们整个民族不加深思!不容当政者不思考不忧虑!‘

十几年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千辛

万苦的工作，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卓有成效。然而，“十二亿"的人口基数毕竟

太大了0今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我国人口统计图表上还是箭头向上，继

续上升。 ， ．?
‘

．．面对现实，虑及后代，造福子孙，是我辈义不容辞的责任。值此盛世修

志之机，县计划生育委员会，聘请了．曾致力过弥渡县精神文明建设和计划生

育工作的离休干部自锡霖同志主编了《弥渡县人口志》。他以丰富翔实的资料

志述了我县人p源流、构成、变动、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总结了

我县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再现了我县人口的历史概貌和计划生育工作发展

的历程。他是一部朴实严谨的资料性著述；是全面了‘解弥渡人口和计划生育

工作，研究我县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发展可供资治的地方性文献；是制

定生育政策，落实计划生育措施难得的参考书。具有资政，存史，教化之功
， 、

能。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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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要繁衍，民族要兴旺。民族的兴旺发达不能寄希望于以亿为单位的

两位数或三位数，民族的兴旺发达要寄希望于．民族素质的提高，寄希望于人

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环境的协调一致。愿此“志”．．能为当代和后

世研究我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有所裨益。

谨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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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仁， ．．

一九九0年五月十二日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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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弥渡县入口志》早在1984年12月，县志编纂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

县志编纂工作会议后，就列为我们工作的一项议程。经过那次会议学习，认

识到编纂县志和部门志的意义十分重大。‘我国有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它

为国家的自然、社会保存了极其丰富的、价值很高的历史资料。现在修志就

是为了不间断历史，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舴为’1；申华民族一个地方、

二个部门的文化遗产。这可以说是一项上对祖宗、令耐现实、下对子孙、热爱‘

祖国、热爱家乡的千秋大业。会议以后，我们县计生委．就酝酿要编纂·部

．《弥渡县人口志》，当时叫《弥渡县计划生育志》!j使之在研究弥渡县的入I=／发

展牙口实行计划生育方面，起到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但因没有找到适当

的人选而迟迟没有动手。直到1988年5月，请来了离休干部自锡霖同志，才

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老自同志在任中共弥渡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工作期间，

从1977年lO月起，’县委分工叫他分管计划生育工作(并挂了职)到1983年底，

历时六年多。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他为全县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

极大努力。他离休后，身体尚好，精力充沛，答应我们的请求，承担了《弥

渡县人口志》的主编工作：。．． ‘：

：《弥渡县人口志》’分人口和计划生育两篇。记述了弥渡县的人口发展史

和计划生育工作史。是一部研究弥渡县的人．矾状况的资料书。是理论联系实

际贯。彻党和政府计划生育方针政策，取得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经验记录二它

坚持了党的十二_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对实行计划生育的领导，写出了

广大干部和医技人员的辛勤工作，突‘’出了广大群众拥护党实行计划生育的号

召，记载了在十几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j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

者的先进事迹和先进思想，激励着人们奋进。。‘我认为是一部体例完备、‘结构

严谨、‘资料翔实、文字简明、‘详略得当、通俗易懂的专志。希望我县从事计

划生育工作的同志．，认真一读；吸取有益的经验，把计划生育工作深入持久

地开展下去：为贯彻“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_的方针作出新贡献。

弥渡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翠英

一t990年3月



编纂说明

编纂《弥渡县人口志》，旨在搜集、整理、保存弥渡县的人口资料，研!

弥渡县的人口发展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计划生．青工作一吏。系统地、
实事求是地记述弥渡县“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历程。总结经j

和教训，为今后更好的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入口发展方针和计划生育政策j

供借鉴。为研究弥渡县未来人口发展、制定入口区域规划和经济、社会发』

计划提供必要的人口资料。

编纂《弥渡县人口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党的四】

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史实为依据，按照“详今略古、1

为今用，着重反映当代的现实情况和历史经验，力求体现规律"的要求，，

可能做到体例完备、结构严’谨、资料翔实，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能自

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

本志以弥渡县19 12年建县以来的人口发展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

计划生育工作史为主线，采取纵横结合的方法进行编纂。纵向按历史年代川

序记述，横向按专题记述，横排纵写。以志、图、表、录为体裁。由于弥自

县治和计划生育的历史较短，及没有需要立传的人物，故不再编写大事记a

人物传。章法以记事为主、叙而不论。

本志上限起于民国元年(1912年)，其中民族源流一章，追溯到族源历史

不受上限时间的限制p下限止于1988年底，其中个别章节下延到1989年底。

本志以国号纪年在前，括号内公元纪年在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统一以公元纪年。

本志记述的粮食产量以原来的统计资料市斤纂入，面积以市亩纂入。‘

t弥渡县基层行政机构，曾多次更名。其中体制规模有过变动。本志在彳

述时，按当时的名称记入。
‘

本志使用的数字，主要来源于：县统计局，县志办公室，县卫生局和人E

普查资料，以及本会计划生育统计资料。人口普查的数字是普查标准时间白

数字，其他数字，一般是年末数字。

， 弥渡县计划生育委员会

199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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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

弥渡县计划生育服务站 李银生摄

李铱生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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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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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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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月，原省委副书记高治国(左一)大理白族白治州副州长余占

生(左二)到弥渡县捡壹计划生育工作并题词两幅。

加强吁纠譬者蔟玄荽具绽括未蒸旧亿芭络

室传多强厶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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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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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妻颂发高腾兰的先进个一翠英．罗兴，陈文，省计画家计生委顿发给李





县长熊国义、人太常委副主任马忠仁，县计生委主任李翠

荚、原县委宣传部长自锡林等讨论人口志的鳊纂工作
李银生摄

《弥渡县人口志》审稿人员 李银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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