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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省区，1984年统计全省人口已经超过一一亿。由于党的正确领

导，四川省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一￡作在垒国处jj领先地位。

郫县是成都平原一个富裕的县份，1984年全县人F3 395，868人，出生率7．22‰，死亡

率5．88‰，自然增长率1．34％o，计划生育率达至1J98．84％，节育率达到91．45％，-i-I’tl：[-

育成绩在全省是较优秀的。

1983年由王宗禧同志主编，郫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编辑铅印，内部发行的《郫县计划生

育志》，内容包括人口历史发展，人口现状，人口与经济，人口与文化，对计划生育一1．-作

记述较详。是我国目前出版在全国发行的第一部撰写县的计划生育丁二作史的争蓍。该

毋系统地、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郫县“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历程，总结了

经验和教训，为今后更好地贯彻执行我国的人口政策，研究历史情况，均有借鉴。为研

究郫县未来人口发展，制定人口区域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

较高的史料和科研学术价值，堪称全国学习的榜样。该二协发行不久，就被争购一空。现

应各界要求，公开出版发行，这是值得庆贺的。

该书在内部发行稿基础上新增加了贯彻中央(1984)7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完善计

划生育的具体政策；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对育能妇女实行分类服务j建立县，乡计划舛j

育宣传技术指导站、服务站的经验、效益；计划生育手术经费与节育技术承包责任制，

避孕药具管理改革等。系统地介绍了该县在新形势下坚持为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

为育龄夫妇服务，为基层服务，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既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义密

切党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的成果和经验。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关怀，干部群众的支

持、拥护，各地经过长期的努力，都取得了自己的经验和成果，积存了宝贵的资料。如能组

织一定的人力搜集、整理，保存各地的入口资料，认真总结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

质，使人口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与资源生态相平衡，促进四化建设的经

验和教训，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希望大家学习郫县

的经验，编写出具有本地特色和时代特点的计划生育志。给人们以知识、启发和力量。

让当代人，后代人都从中了解这一时期计划生育的地位、作用和它在人们的思想、道

德、精神面貌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争取早日实现人口零增长率，我们就可完成这一对

代的使命!

江苏宜兴毒同戈象庸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

1 9 8 5年9月10日子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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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郫县计划生育志》于1984年3月铅印、内部发行，这是我国当时撰写的第一部以

县为单位的区域性的计划生育工作史的专著。在全国二千一百多个县．中，把三十多年来

实行计划生育的工作恃况和经验写成专著，这是开创性的工作和收获：现在又在1984年

内部发行稿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改，公开出版发行，足见此书是适应了当前计划生育部

门、人口统计和普查部门以及人口研究部门的需要。本书主编王宗禧同志和参加编辑工

作的郫县计生委的有关同：蓉是付出了辛勤劳动，把他们从事实际工作中的经验用专著巩

固下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是值得庆贺和学习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圆家，圈民经济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对人口的再生产实彳亍计

划生育。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三十多年来走过了

～条曲拆的道路，不断地发矮前进。对我因的人口问题由不认识到有所认识，由不控制

到有所控制，由一般限制到有计划地调节。十一届三l{j全会以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不断完善，工作方法不断改进，人口增l乏势头也得到较好控制．我国计划生育工作所取

得的成就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公认和赞扬。但国外也有少数人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所取得

的成绩横加捐责，甚至造谣诬蔑。我们从《郫县计划生育志》可以看到一个县内解放前

的人口状况和建国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历程和现状。三十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

关子控制入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各项方针政策，在一个县级基层地区内是怎样结合

当地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的?从《郫县计划生商志》可以得到一个较具体的回答。并且

从一个侧面用事实阐明了性比例正常，建国以来无溺婴现象，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创造了

许多好的经验，如“四为主”， “四结合力等，用事实阐’明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是政府

号召与群众自愿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这么伟大的成绩。这对圈外一些入的蓄意攻击也是

一个有力的反击。

笔者读了这本计翅生育志，感到它的主要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用一个县的

历史数据和现实资料阐述了全县人口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现实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特别是

用这个县的历史数据阐述了解放前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人口平均寿

命、性比例、人口密度和文化程度等指标。能搜集到一个县的丰富的历史数据来阐述人

口学上这些基本指标并不是可以多见的。这对人口的动态研究是极其重要的资料。第

二，中央及省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个县的贯彻执行，从组织机构的建立、发展和管理于

部及技术干部的配备，具体实施细则的推行和所取得的成果，在书中都有系统的归纳和

阐述，其中包括了郫县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在实践中所总结的经验，从而可以清楚的

看到从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基层的措施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

反映。为今后更好地贯彻执行我幽的人口政策，提供了借鉴。第三，关于建国以来计划生

育史的；>期问题，已成为当前研究人口史和计划生育史的一个科研项目，有不少见仁见智

的意见，本书编者根据郸县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过程，分为四个时期，每个对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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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分为几个阶段，这种分期是否就是馒科学的处理方法，也可能有不周意见，现在不去

评论，但从本书分期分阶段的阐述这个县的计划生育史．可以看出历史发展过程是清楚

的，各个阶段的特点是明确的，整个论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述法的。第四，对

宫内节育器的应用和效果的调查分析，是一般论述计划生育史不大注意的问题，而本书

对三种型号的宫内：声育器(即T、V、O型)在农村育能妇女中的试用情况和效果，进

行了分年龄组、职业、劳动强度、放置时期，放置年限与效果，以及经量、月经周期改

变、阴道不规则出血、痛经和腰痛等许多项目的调查分析，还将三种型号宫内节育器避

孕效果作了比较，提出根据受术者的情况择优选择适合的型号，提高有效节育率。更难

能可贵的是被调查的对象都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妇女，能搜集到这样多数据是极不容

易的。如果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没有眼睛向下的工作精神，不做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

是搜集不到这些数据的。此外，对输精管直视钳穿法结扎、输卵管粘堵等节育新技术

的试用推广，也进行了临床观察的分析研究。这在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上，以宣传教

育领先，技术措施跟上是很重要的经验。

本书既然是我国当前出版的第一部撰写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史的专著，是一部新的著

作，不可能要求尽善尽美，难免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计划生育工作进行理论上的

总结和阐述还较簿弱，一些章节叙述事实较多，理论分析较少。再者，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与计划生商工作的相互促进，已在城乡的，军民的各种“共建”活动中表现出

来，本书也还来不及补充。所有这些，相信全在今后工作中加强马克主义的理论研究，

于以科学的概括。

我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实行计划生商最广泛最深入的国家。计划生育

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已对四化建设起到了厦要的促进作用，今后将会继续起到更重

要的作用。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二[作的点多、线长、面广，这是目前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相比

的。我们有最丰富的计划生育实践活动的经验，把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上

升为计划生育理论，这是我国广大计划生育1二作者和人口研究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光荣任

务，《郫县计划生育志》的出版，作}也了良好的开端。

一九八六年一月于

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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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我国第一部撰写县计划生育工作史的专著《郫县计划生育志》，内部发行后，受到

全国各级计划生育部门、人口普查办公室、人口情报机构和部分高等院校人口研究单位

的好评。现应各界读者的要求，公开出版发行，这是四川省计划生育战线上一件可喜可

贺的大好事。

这部志书搜集整理了清朝、R圈和新r{l圉成立后一九五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八二

年等各个历史时期该县人口性比00的史料，和一九四六年、一九七一年、一九八二年等各

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121出生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人口自增率，特别是一九七一年

全面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上所进行的大量工作、

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取得的显著成就等，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这部志书，为计算一九四六年

和一九八二年郫县男性，女性的平均期望寿命，为分析郫县人口的性比例和人口年龄结构

变化，为研究郫县人口再生产从增加型逐步向稳定型过渡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科学依据。

这部志书是以郫县近代人口发展史和建国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与现状为主

线，采用纵横结合的记述方法编写的，共两篇十五章五十七节，二十七万多字，收载34幅

(方)题赞计划生育的书法、摄影、篆刻．体例完备，结构严谨，资料丰富，文字简明，

详略得当，通俗易懂。既有实际问题的分析．又有理论上的阐述，融资料性思想性和科

学性于一体，具有较高的科研学术价值。

编写好地方志、部门志是党中央、国务院下达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也是精神文明鬣

设的重要内容。各兄弟行业在编修部门志、专业志中，大都有旧志寻绎，唯独计戈U生基

因为是建国后才开展起来的新兴事业，而无可借鉴。郫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同志走在前

列，经过一番辛勤的努力，最先出版了《郓县计划生育志》，为各级计划生育部门特别

是县级计划生育委员会编写部门志提供了借鉴。

建议大家学习郫县的经验，编写好部门的志书，总结出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推动

计划生育深入向前发展，作到既有效地控制入口过快增长，又照顾到广大群众的实际困

难，为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旧生育观，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为中华民族的繁荣营盛和子

孙厅；代的健康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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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计划生育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措施，是我

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它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兴衰，是振兴中华、造福子孙后代的

苫i年大叫‘

郫县自1．957年开展节制生育工作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关怀，干部群众的支持

拥护，经过长期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编写《郫县计划生育志》，旨在搜集、整理、保存郫县的人口资料，认真研究郫县

人口发展史狲建国以来郫县计划生育工作史，系统地、实搴求是地记述郫县“控制人／：3

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历程，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今后更好地贯彻执行我国的人口政策

提供借鉴¨为研究郫县未来入口发展，制定人口区域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提供

必要的人口资料。

本，--∞}2以郫县近代人口发展史和建困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为主线，采用纵横

结合的记述方法避行编写。纵向繁历史年代顺序，记载了郫县明朝末年(1640年前后)劭

J985年底的入口状祝，并对入口与经济．入口与耕地，人口与国民收入、人口的文化程

度、人口的年龄构成，j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人口的性别构成、在业人口状况、人Kt的分

布和城乡人口变化等情况作了分析。刁i志研究了郫县人口再生产类型的l：擘芟，记述了建

幽以来计划生育工作发展的，L个时期，从纵的方面系统反映郫县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

发展变化情况吾、横向按专题记述了计划生育领导、办事机构的历史沿革及队伍建设；计

划生育政策综述；优生、优育、优教，提高人口素质；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计划生育

科研成果的试用与推广，县委、县政府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坚持“两种生产”一起

抓，建立健全乡(’社)、村(大队)干部计划生育岗位责任制、村民(社员)生产、生育

双包合同制、手术人员：崩位责任制、节育技术承包责任制，完善计划生育的具体政策；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民生育意愿的变化；精神文明建设与计划生育；建立全县计划生育

宣传技术服务网络，对育能妇女实行分类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计戈Ⅱ生育工作的成果

等。从各个方面反映了郫县计划生育工作的面貌以及取得的经验和成就。

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以史实为依据，按照“详今略古，古为今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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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笔直书，寓论于事实之中。尽管我们力图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阐述郫县近代人口发展史和计划生育工作史，

使它成为体例完备，结构严谨，资料翔实，具有刚．f弋特点和地方特色的计划生育志。但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人力不足，遗漏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有些史实因

历史局限，仍留空白，为此，深表遗憾。殷盼指正，共改谬误。

编 者
1 9 8 6年5月1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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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例

(一)本志分人tl和计划生育两篇。上限时间起自明朝末年(1640年前后)，下限

时问止于1985年底。

(二)本志纲目结构为篇、章、节、目。目按中文数字(一)、(二)，(三>

的顺序，以统括各事义系属的层次。子目以阿拉伯数字(1)、(2)、(3)顺序带
列，以表同层并列的各个事义的标目番号。

(三)本志记述计划生育史，纵向泳工作时间段落编年，按年叙事，每个时间段落

结束后都有综括式的叙述。横向按专题记述。纵向未及记载或语焉不详之事，由横向补

夕．

⋯(四)本志纪年以困号纪年在前，括号内公元纪年在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统一以公元纪年。

(五)本志以语体文记述，力求做到追溯历史有根有据，记载现状实事求是。用事

实来体现“三新”(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努力做到口三性矽(思想性、科学

径、资料性)的有机结合。材料可靠，数据准确，用事实说明历史和现状。

(六)在正文中已详细记载的某些大事，在大事记述中，只列大事标题。

(七)本志的资料来源：

(1)查阅摘抄解放前的档案资料；

(2)中共郫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计划生育二亡作的文件和其他文件中有关计划

生育的规定；

(3)郫县卫生局的文件、简报、总结和统计报表中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资料；

(4)郸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委员会)的文件、简报、总结和统计报表I

(6。)郫县统计局、公安局、农业局和郫县第一、二、三次人口普查办公室的人口

统计资料和有关的工农业基本情况资料，一

(。6)采访有关人员口碑材群∥：t i 7’

(7)特约、+特邀撰稿。

(八)1983年12月5日，郫县人民政府将原来政社合一的公社、大队、生产队改称

乡、村、村民小组。本志在记述过程中按当时的名称，在括号内加以说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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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四川省郫县地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腹心，东邻成都市郊金牛区，南接温江，西

连灌县，北与彭县、新都接壤。有都江堰自流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盛产水稻、小麦、

溜菜子及麻、烟等作物，素有“银郫县"之称。全县总面积432．3l平方公里，辖三镇和

二十个乡。1985年有f104，258户，399，177人，耕地426，283亩。人口密度大，每平方公

里为923．4人。

解放前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早婚、早育、多生”的现象十分严重，且苦于

节制生育无杰，因而曲’壁毒很高。人艮器7众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剥削下，啼饥号

寒，更难以养活众多子女，加之瘟疫流行，缺医少药，人口死亡率也很高。从明朝来年到

民匡38年的609年间，人口由23，832人增加到177，168人，增加153，336人，增长643．40％，

每年平均递增0．65％。

解放后36年来，郫县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大体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1953年到1970年是计划生育的酝酿试行时期。人口增长经历了几个阶段。

1953年到1957年是计划生育的酝酿阶段，人口增长较怏。这段时间党中央、政务院提

出了节制生育的要求，郫县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好贯彻落实。郫县人口由1952年的26

4，235人到1957年增加到281，512人，5年问人口增}J[117，277人，增长6．54％，每年平均

递增1．27％。

1958年到1961年，人口呈负增长状态。 j

‘1962年到1970年是计划生育的试行和中断阶段，人口增长过快。经过1960年到1961年

的两年匡民绍演谚整，农业生产逐步好转，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有

了改善，人El出生随之大幅度回升。1962年出生9，149人、出生率高达38．32‰； 1963年

出现生育最高潮，出生率高达56．90‰。这引起了郫县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加强’了对计

划生育工作的领导，积极开展了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晚婚和计划生育开始为一部份

青年所接受，1964年到1966年人El出生率略有下降。但是这个良好的开端被“文化大革

命"打断了。从1967年到1970年郫县各级党、政机构瘫痪，人口出生又陷于无政府状

态，{=}_j生率一直在34％。至1140‰之间。因此，这个阶段，人口增长势头很猛。从1962年到

197 0年的9年间，共出生106，569人，每年平均“出生11，8 4]人，年平均出生率高达42．3

8‰。郫县人口由1961年的231，381人到1970年增加到324，472人，增jjtf93．091人，增K

40．32％，每年平均递增3．83％。

(二)1971年到1978年是计划生育的全面开展时期，人口增民受到控制。1971

年7月8日，国务院发出(1971)5l号文件。根据中央指示，郫县予1971年7．月16日



成立了郫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恢复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当时以控制多胎生育为主，推

动计戈0生育工作不断发展，郫县人口由1970年自4j324，472人到1978年增加到380，261，

增N55，789人，增长17．19％，每年、卜均递增2．00％。

(三)1979年至a]1982年是计划生育的深入发展时期，人口增长受到有效控制。1978

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大力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个

孩子。同时，对农利‘确有困难的≠i能夫妇，“r以有计划地!}i育第二个孩子。禁止超计划二

胎和多胎生育。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ll央指示‘哺神，切奠=【JiI强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认真贯彻执行“四为主”方针，自愿生商一个孩子的夫妇逐年增多，逐渐成了群众中的

新风尚”郫县人口由1978年自<j380，261人到珀82年增加至11394，334人，增加1_4，073人，增

长3．7％，每年平均递增0．91％。

(四)1983年起，是计划生育的不断完藩州期。这一时期计划生育机构和队伍加强，

生育政策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逐步改进，既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又密

切了党群关系，促进了安定团结，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计划生育工作沿着健康的轨

道继续前进。1983年到1985年的三年f划，仅增加人口4，085人，增长】．04％，每年平均

递增0．34％。

从19 7，1年到1985年这段时问，郫县计划生育行政和技术机构逐步缝全，计划生育：￡

作队伍、宣传队伍和技术队伍不断发展壮火。初具规漠的以县为巾心的县、乡(社)。

镇、村(大队)计划生育工作网、宣黪网和技术服务网基本形成，为深入地持久地≯m 111_

计划生育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党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指引下，郫县人口自，然增民率逐

年下降，从1971年到1985年的15年问与1970年比，累计少生96，710人，每年平均少生6，447

人。计划生育工作质量也逐年提高，到1985年计训生育率达到9瓯36％，落实综合节育

措施人数为65，604人，节育率达到89．14％，其}!I“三术”(安环、男扎、女扎)率达到

79．70％，有216个村生育全有计划，占全县纣，c3、数的81．82％。随蕾宣传教育工作的不断

深入，人们的思想、道德、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计划生育已逐步成为广大于部

群众的自觉行动。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早婚旱育”、“多子多福”、“重男轻女”

等旧的生育观开始玫变了。迄至1985年底，全县已有34135对夫妇自愿生育一个孩子。生

育一个孩子光荣的社会新风尚正在形成。计划生育对于促进邻县洼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特

神文明建设，对促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到显著的作用。

抚今追昔，展望未来，计划生育事业方兴未艾，前程似锦，它必将为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帼适应，与资源生态相平衡，促进四化

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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