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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丽区计划生育志》是在全区经济取得巨大成就，计划生育工

作向跨世纪奋斗目标迈进的形势下编修的。建国四十多年，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全区人口已基本

从盲目生育状态进入到计划生育良性循环轨道，人口出生逐年下降，

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以“志”记述计划生育这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是计划生育事业承上启

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的千秋大业。

东丽区自1964年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大体经历了粗放号召

型、孕后补救型、孕前服务型三个发展阶段，进而深化为“三生”服务、

“三结合”。政策法规从无到有至逐步完善。广大育龄群众，特另q是农

民的生育观，从传统的“多子多福“无后不孝”的盲目生育状态，经历

了从被动地响应国家计划生育号召，到自觉地按计划生育的发展变

化过程。在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落后情况下实现了有效控制人口增长

的战略目标，广大农民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

计划生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区委、区政府及各级党政组织

始终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各有关部门、各

个组织齐抓共管。全区计划生育工作始终坚持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做

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抓典型表彰先进，把转变育龄群众的婚育观念

放在首位；实行利益导向，把人们的生育行为与国家、家庭利益用政

策法规统一起来；长期坚持避孕为主；一贯注重加强基层计划生育基

础工作；建设稳定的高素质的计划生育干部队伍。总之，已摸索出一

套具有时代特点又适合东丽区情的计划生育工作基本思路和经验。



《东丽区计划生育志》以东丽区建区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历

史为主线，横排竖写。简要追溯建区前人1：7状况后，主要记述建区后

特别是计划生育经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状况。横向共分九

章，并选重要文件收入附录。对东丽区人口再生产类型、人口预期寿

命、计划生育成果，特别是人口老龄化演示资料；对东丽区在全市最

先提出的“孕前型”管理；对宣传教育中的计划生育思想政治3-作，抓

十种超生思想苗头；对执行天津市计划生育政策法规与东丽区实际

相结合制定体现利益导向的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东丽区独创的“计

划外生育费征收公式”；对坚持避孕为主方针的分类指导、抓“重点人

管理”；对建育龄妇女数据信息库，率先在乡级推行计划生育微机管

理；对乡村计划生育专干的定员、定额及村专干职责、待遇等内容，都

做了重点记述。

编修《东丽区计划生育志》是一项全新的繁浩的工作，从收集资

料、撰稿、修订，第一阶段经历两年零三个月，又用近一年时间，二易

其稿。在编修过程中得到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修志办公室、区地方志办

公室、一些兄弟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和曾在区计划生育战线奋斗过的

老同志的热情支持，特表谢意。

总之，《东丽区计划生育志》以鲜明地方色彩和时代气息，实事求

是地记述了东丽区计划生育工作的全貌，系统、全面，是认识、研究计

划生育工作的“百科全书”。当然，这部志书也不可能尽善尽美，殷盼

指正，共改谬误。

骆志平

1998年6月11日



凡 例

一、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如

实记述东丽区人口增长、计划生育工作状况。

二、上下限时间起自1964年止于1995年，主要对东丽区

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发展状况做了记述，对建区前的人口情况

略有追溯。

三、篇目以章节目结构，横分门类，纵向叙述，由大事记及

各章、附录组成。目按中文数字一、二、三的顺序，突出层次。

四、志体采用纪、志、表、图、录、序等体裁，考虑到阅读方

便，每章有概述。

五、时间采用公元纪年。行文、记事均以当时称谓为准。

六、“计划生育委员会”等称谓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

用“计生委”简称。

七、志书资料来源于东丽区档案馆、区计生委文书档案；

天津市公安局档案馆及采访有关人员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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