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62年) 

1962年 

 

1月 5日：为保护和合理利用本省野生动物资源，加强狩猎管理，

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狩猎管理的布告》。严禁猎捕东北

虎、金钱豹、梅花廘、驯廘、驼廘、水獭、貂、獐子、蝾螈、高山兔

等珍贵稀有动物和益鸟益兽；严禁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狩猎。 

是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做好今冬明春救灾、救

济工作，做到不冻死人，不饿死人，不抛弃儿女，不盲目外流，不大

量发生浮肿病，保护牲畜安全过冬，逐步恢复元气。 

1 月 16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紧急通知，指出当前农村整风整

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全省农村人民公社有 54.5%的生产队开始改变

基本核算单位，但有些地方孤立地进行这项工作，简单图快，赶时间，

忽视思教育工作；有些地方把生产队划得过小，生产队在“人合心，

马合套”的口号下私自划出几户结合的小组；有的把土地、车马、农

具打乱重分等。 

2 月 15 日：根据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的有关规定，吉林省农

业厅制定《吉林省土地管理暂行办法（草案）》。17 日，省人委转发

了省农业厅《关于土地利用管理中的一些问题和今后意见的报告的通

知》。要求各地对土地利用情况普遍进行一次检查，过去未经批准而

私自开垦的荒地，一律按规定补办批准手续；未经批准，占用耕地搞

副食品生产的要限期退还；因开荒而破坏草原、森林和造成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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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一律停耕。 

2月 26日：是日至 4月 11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会

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精神（即“七千人大会”），检查

省委几年来的工作。会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总结工作经验

教训与研究当前工作交叉进行，半天开会，半天工作。省委第一书记

吴德作了题为《关于省委多年来工作的检查和当前我省的工作任务》

的报告。报告在肯定了四年来的工作成就同时，初步指出了工作中的

缺点错误，即：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进行

过一些不适当的“大办”，打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和消费与积累

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在农业和工业生产上，在财贸、政治、科学、

文教等方面，都犯过一些瞎指挥的错误。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中，在

处理集体所有制内部关系问题上，都发生过急于向社会基本所有制过

渡的思想和做法，违法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共产风”

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商业和手工业方面，也发生了过急地把集

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

成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时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的状况，增加了城市

供应和农业生产的紧张和困难。由于这些错误，使生产力受破坏，造

成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干部和群众的积

极性受到挫伤。1961 年是吉林省最困难的一年，同时又是在中央领

导下继续纠正错误、转变作风、进行调整、大力扭转局面的一年。经

过艰苦的工作，纠正了“五风”，进行退赔，稳定所有制，实行粮食

“三定”，取信于民；坚持“低标准，瓜菜代”，防治浮肿病；调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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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增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力量。会议认为，

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生产，做好工业调整工作，压缩基

本建设战线，精兵简政，厉行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科学文教工作，

争取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 

3月 2日：中共吉林省委批转省委精简工作领导小组《关于继续

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 1962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 700万人

的决定”的几点意见》。要求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必须

贯彻执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克服机构庞大、人多政繁的现

象。在 1961 年全省己减少城镇人口 38.7 万人，完成减少 80 万人任

务的 48.3%的基础上，本年上半年继续减少 41.3万人，力争于春耕前

完成。 

3 月 12 日：在中共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所作《关于国

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计划和编制方案的报告》中指出：在

6.9661万干部职工中，精简 2.3091万人，精简 33.1%。其中省级精简

43.5%，市级精简 33.1%，自治州精简 30%，专区精简 57%，县级精

简 42.1%。 

3 月 14 日：通化矿务局八道江煤矿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死

亡 70人，重伤 11人，轻伤 13人，巷道冒落 11处，设备管道遭到严

重破坏。这次事故是由于片面追求产量，井下作业无计划，管理混乱，

不注意安全设施造成的，属于责任事故。 

3 月 16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指示，要求农村各级党组织认真

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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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农村干部和群众反复说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至少 30 年不变

的精神，对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妥善地解决遗留

问题。 

 3月 22日：召开吉林省工业、财贸系统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省人民委员会对“五好企业”、模范车间（班组）、特等劳模、劳动模

范、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进行了表彰。 

4月 11日：是日至 16日，珲春、永吉等地因烧荒开地和野外吸

烟连续发生火灾 17 起，烧毁许多人工林和天然林。是日，吉林省人

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春季防火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入春以

来，全省发生重大火灾 47起，损失 70余万元，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

施，制止火灾继续发生。 

4 月 28 日：在中共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作的《关于当

前工业调整情况的报告》中提出：在 1961年调整后保留的 1549个企

业基础上，再关闭 167个，停产 26个，转产 53个，合并 85个，缩

小生产规模 210个，拟上交中央管理的 12个，收回省管 15个。调整

后企业数比原有数减少 28.1%，职工数比原有数减少 30.4%。调整的

重点是钢铁、机械工业，加强轻工业、手工业，充实煤矿、林区、交

通行业的力量。 

4月：铁道部下发第 1027号命令，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方针，决定烟白线全线紧急停修，经作必要的维护工程后，

6 月 15 日全线第二次停工。是年末清查，因停工流失土石方达 18.2

万立方米。 

 4



5 月 23 日：召开吉林省第三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出席

的有 400多名代表。会议总结了 9年来全省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讨论了贯彻百花齐发、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文艺质量和加强文艺队

伍建设等问题。 

是日：吉林铁路局荒山车站于 3时 26分，发生列车侧面冲突重

大事故，刮坏货车 15 辆，守车 1 辆，货车 3 辆巅覆，1 辆脱轨，堵

塞正线 4小时 54分，10趟列车晚点。 

6 月 10 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周总理

等先后在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视察了长春第一汽车制

造厂、长春电影制片厂、长春拖拉机厂、吉化公司、丰满发电厂、延

边农学院等，并用了许多重要指示。 

6 月 22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关于抗旱救灾、保苗灭草、节

约备荒的紧急通知》。省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各级干部和全省的共产

党员、共青团员，要认清当前农业生产的形势和遇到的困难，切实做

好工作，把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力争多收成一

些，坚持“瓜菜代”，节约粮食，渡过灾荒。 

6月 28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第二届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

会议传达了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着重讨论了备战备荒、精简节约、

发展农业、干部作风等问题，并决定下发关于精简工作、关于加强生

产队建设、关于地方企业调整、关于节煤措施等几个文件。会议期间

统计，全省受灾面积达 1000 万亩，其中有 90 万亩小麦、60 万亩水

稻和西部 500万亩毁种、补种、晚种的秋田，粮食减产己成定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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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还讨论了八九月份农村的粮食安排，农村缺粮面全省平均 50%。为

了支持抗灾，稳定社会秩序，必须保证农村在 8月份每人每天吃到 5

两粮食，9月份每人每天吃到 2两粮食。 

7 月 22 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在《关于批转省水利厅“关于当

前防汛工作情况的报告”的紧急通知》中指出：自 7月份以来，榆树、

东辽、九台等地出现大雨和暴雨，造成一定程度的灾害。要求在洪水

到来之前，加强中小型水库和江河堤防的整修加固工作，特别要抓紧

突击抢修问题较多的水库和堤防，对于效益不高、不安全的小型水库，

经过检查鉴定，坚决扒口，给洪水让路。 

7 月 23 日：政协吉林省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要

求积极推动全省各界人士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加强政治协商，大力协

助党和政府宣传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配合有关

部门进一步开展学术活动，组织和推动各界人士进行政治理论和时事

政策学习。 

7月 24日：在中共吉林省委通知下达的《吉林省 1962、1963年

城镇减人计划》中提出，1962年到 1963年，全省计划减少城镇人口

82.3万人。 

是日：吉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省长栗又文

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要求认真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

方针，做好各项工作，克服当前困难，争取新的胜利。会议提出了调

整国民经济的具体任务，即：千方百计争取农业增产；合理安排轻、

重工业生产；加强交通运输工作；适当减少城镇人口和职工；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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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做好商业工作，改善市场供应状况；彻底清仓核

资，充分发挥物资潜力；严格财政、信贷的管理和监督；调整文化、

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事业。会议选举张士英为副省长。 

7月 26日：是日至 8月 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林

彪来长春“休养”。 

7月下旬：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来

吉林省检查工作，并视察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长春电影制厂。 

8月 9日：在吉林省计划委员会和物价委员会向中共吉林省委和

省人委作的《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价格

自 1960年下半年上涨后，1962年上半年又有所上涨，零售物价指数

比 1957年同期约上涨 21%，商品质量下降。由于物价上涨，己经影

响了职工和农民的生活。 

8 月 18 日：吉林省和长春市文化局召开会议，奖励李玉琛将珍

藏多年的金代张海所画的《昭君出塞图》和唐、宋人的书法《粟山大

藏大殿若波罗密多经卷》等珍贵文物献给国家。 

8 月 21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吉林省高等学校调整方案。经过调

整，拟保留 20所，其中国家部属的 6所，省属的 14所。在保留的学

校中，吉林理工学院改为吉林工学院，吉林轻工专科学校改为吉林轻

工学院，吉林财贸学院改为吉林会计统计学院。裁并的学校共 10所。 

8 月 22 日：召开吉林省青年联合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会议选

举毕可彬为青联第三届委员会主席。 

9月 1日：吉林省农业厅水产处、长春市畜牧局水产科、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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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鲢鱼（俗名胖头鱼）人工

产卵孵化研究试验获得成功，结束了本省养殖鲢鱼依靠从长江流域输

入鱼苗的历史。 

9 月 29 日：应中朝友好协会吉林省分会的邀请，朝鲜两江道朝

中友好代表团一行 8人，在团长、朝鲜劳动党两江道委员会副委员长

金泽律率领下抵长春。代表团参加了长春市国庆 13 周年群众集会，

并访问了吉林市。 

10月 8日：吉林省教育厅召开全省业余高等教育调整工作会议，

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业余高等学校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草案）》。 

10月 25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第二届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

传达贯彻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在全体委员

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几个问题的指

示》、《关于做好灾区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关于社员耕种自留地和

垦种小片荒地的决定》、《关于保护和发展大牲畜的规定》等文件。 

10 月：长春民航正式加入国内干线飞行。航线为北京—沈阳—

长春—哈尔滨，这是建国以来，吉林省最早的干线航班。1964 年，

中国民航吉林省管理局成立。1966 年，国家民航局派遣中国民航第

十飞行大队第三中队和空地勤人员 40余名、飞机 6架，进驻长春大

房身机场，以加强吉林省通用航空建设。1970 年开辟了长春—通辽

航线，长春—乌兰浩特航线。 

11月 10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社员耕种自留地和垦种小

片荒地的规定》。规定：社员的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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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片荒地一般可相当于自留地的数量，两者合在一起一般地以

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 10%左右为宜，地多人少的地方最多不超过

14%。 

11月 12日：为了帮助吉林省提高木材生产，国家调给 250台“东

方红”拖拉机，使吉林省林业部拥有大型拖拉机 350台到 400台，集

材机械化程度可达 50%以上。 

11月 13日：吉林省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在第一次全体会

议上，选举王明德为省工会主席，白光、周秀清、候彻、李痴、李铁

民为副主席。会后，在全省职工中开展了“五好”企业和“五好”职

工竞赛活动。 

11月 17日：中共吉林省委农村工作部召开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试点座谈会，讨论了“社教”的目的、内容、政策和领导等问题。

会议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实质上是一次整风整社运动，目的在

于提高广大社员和基层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明确社会主义方向，巩

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在“社教”运动中，应特别注意掌握政

策，处理好社队规模的调整、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干部处理等问题。

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当地党支部，密切结合生产和安排生活。 

11月：全省训练骨干 13万多人，开始在农村进行“社教”运动

试点。 

12 月 1 日：中共吉林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将“伪皇宫”遗址移交

省文化局筹建陈列馆。吉林省“伪皇宫陈列馆”开始筹建。 

是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关于加强今冬明春防治克山病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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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克山病己进入多发季节，据普查，全省汘定型克山病人达 3.59

万多人，痨型克山病人达 5400多人。为了控制和减少克山病的发生，

要广泛采取综合性的预防措施。 

12 月 3 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科学技术协会在长春市联

合召开第三次基层科协工作座谈会，研究基层科协如何为农业生产服

务等问题。 

12 月上旬：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召开全省农业会议，传达全国农

业会议精神，讨论落实 1963年农业生产计划。会议提出，1963年全

省农业生产，要集中力量增产粮食，合理地安排经济作物，积极恢复

和发展畜牧业、林业、副业和渔业生产。各地要经过群众讨论，及早

落实计划，作好充分准备，力争明年农业丰收。 

12月 24日：国家林业部下达《关于决定成立林业部东北林业总

局的通知》。决定将原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管理的森工企业，

从 1963年 1月 1日起改东北林业总局管理和领导。为便于领导吉林

省森工企业，决定成立吉林省林业管理局，归东北林业总局领导。 

省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

经济几个问题的指示》等文件。 

12月 31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就省水利厅《关于当前水文工作

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意见的报告》发出通知。通知指出：几年来，许多

水利建设工程由于水文资料不足，勘测设计不周密，造成了严重损失。

为了今后能够可靠地规划设计水利和其他建设工程，有效地进行防汛

抗旱斗争，需要改进和加强水文观测站的工作。过去水利厅己下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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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观测站应予收回。 

12月：省人委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讨论落实 1963年农业生

产计划。 

是年：全省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地方国营企业再度调整，企业数比上年末又减少 949个，占原有企业

总数的 51.3%，职工人数减少 25.3万人，占原有职工总数的 51.9%。

全省社办及手工业企业由 3744 个，减少到 2552 个，职工人数由

17.0124万人，减少到 8.1102万人，减少 47.7%。 

是年：全省中等专业学校进行了全面调整，由原来的百余所减少

到 51所。1965年，有些高等专科学校改为中专，全省中等专业学校

又增加到 127所，在校生 4.5504万人。 

是年：全省文化事业机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1958 年以来建立

的社办脱产文化事业基本撤销；各种艺术表演团体由 72个调整为 52

个；新华书店由 114个减为 80个；博物馆、纪念馆由 13个减为 9个，

文化艺术馆由 102个调整为 80个；调整了一些城乡电影放映点；恢

复了一些农村文化站。文化部门职工共减少 3670人。 

是年：四平联合化工厂建成投产。 

是年末：吉林省工农业总产值为 44．3 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 14.24

亿元。粮食总产量 437.1万吨。总人口 1476.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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