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61年) 

1961年 

 

1 月 10 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发布紧急通报，要求各地在采集

和制造代食品中严防中毒事故。据长春、吉林、四平、辽源、永吉、

怀德、前郭旗、长岭、靖宇、辉南等 10个市、县的报告，自上年 11

月来，因食用代食品中毒的有 215人，死亡 14人，其中因食用苍耳

籽中毒的占大多数，计有 149人，死亡 12人。省人委要求各地采取

紧急措施，严格防止此类事故发生。 

1 月 16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粮食困

难、工作艰巨的情况下，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安排好人民生活，保证不

饿死人，不冻死人，保人保畜，保护生产力，争取农业丰收。 

1 月 17 日：召开吉林省运输会议。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和

自然灾害，吉林省 1960 年粮食大量减产，市场供应紧张。根据中央

关于粮食调运工作摆在运输第一位的精神，会议要求依据运力情况，

分别轻重缓急，保证粮食运输，保证人民生活必需物资的运输，其次

安排钢铁、木材等物资的运输。同时，省人委召开电话会议，部署有

关部门做好粮食集运和调运工作。 

吉林省扶余油化厂成立。1970年改名七 O油田。1981年改为吉

林省油田管理局。 

1 月 20 日：召开全省煤炭工作紧急工作，解决煤炭生产和分配

问题。会议要求加强设备维修和生产准备工作，狠抓掘进，抢运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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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加强企业管理，搞好人民生活，迅速扭转煤炭供应紧张局面。 

1月 28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第二届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

会议传达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精神，总结了本省的“一平二调”、“共

产风”、高指标、急躁冒进的教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从本省实际出发，安

排当年全省工农业生产计划。为了加强农业，会议确定以 3.86 万吨

钢材、3.8万吨生铁、29万立方米木材、3.5万吨水泥支援农业生产。 

2月 6日：中共吉林省委根据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关于

调查研究的讲话精神，发出《关于加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要求省

委委员至少在每半年之内应就某个单位或某个问题作一次深入的调

查研究，并向省委作出有材料、有分析、有见解的调查报告。 

2月 8日：吉林省教育厅与有关办学部门协商，对全省高等学校

提出调整方案，决定将原来的 46所调整为 33所，改为中专的 1所。 

2 月 11 日：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本省粮食和生活安排问题向中央

和东北报告。报告说，1960年 1961年度，为本省库存粮最少的一年，

为了平衡粮食收支，保人、保畜、保护劳动力、保生产、现己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但仍然要返销一部分粮食。 

2月 20日：至是日止，全省参加代食品生产的人员有 126.8万人,

收集和储存各种代食品原料 59 万多吨，建立加工厂点 6.1 万多处，

生产各种淀粉 13.8万多吨。在全省农村 3.8万多个食堂中，吃代食品

的占 98%，平均每人每天吃 1两到 3两的占农村人口数的 26.9%，吃

3两到 6两的占 41.8%，吃 6两以上的占 21.6%，没吃代食品的占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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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4 日：集安县“洞沟古墓群”（包括好太王碑）等被列为国

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月 14 日：中共吉林省委批转省委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领导

小组《关于当前精简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说，全省农

村人民公社己调整到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 18.3945万人，完成计划调

整最低数的 91%、最高数的 78%；精简职工 8.4648 万人，完成计划

最低数的 42.3%、最高数的 37.6%；全省下放干部 1.661 万人；压缩

城镇人口 8.0291万人（城市闲散劳动力 2万人），完成计划最低数的

25.8%、最高数的 23.6%。以上共为农业生产第一线增加劳动力

26.7672万人。 

3 月 15 日：中共吉林省委就本省停产企业恢复生产情况向东北

局和中央报告。报告说，一二月份由于煤炭产量下降到日产 3.4万吨，

煤炭供应严重不足，全省有 508个企业停产或半停产。省委采取措施，

组织工作组，深入煤矿，发动群众，到 3月，全省原煤日产超过 4万

吨，己有 324个企业恢复生产，占停产企业的 63.7%。 

3 月 17 日：根据中朝两国政府关于国境河流航运合作协定，中

朝鸭绿江、图们江航运委员会在长春举行第一次会议。平安北道人民

委员会副委员长张国赞，吉林省副省长周光分别为朝中双方首席代

表。 

3月 20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有部分县（市）、公社、管理区、

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围绕公社和生产队规

模、三级管理权限、超包产粮食的分配、牲畜、公共食堂、家庭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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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生产费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一些纠正“左”的错误的意

见。 

根据第二次全国科学技术情报工作会议精神，吉林省科学技术委

员会作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吉林省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报告》，确定

今后本省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任务是：贯彻执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

的方针，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基础上，做到广、快、精、准，

有计划、有重点、千方百计地搜集国外科技情报，加以整理和利用，

并及时传播交流国内科学技术的新经验、新成就。 

4月 1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有省、地、县、公社主要领导干部

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央广州会议精神，讨论了《农村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4月 5日，省委发出

《关于调整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组织规模的规划》，要求对规模过大的

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进行适当调整。经过一段进间的调整，将全

省 474 个公社（平均每社 4194 户），调整为 753 个（平均每社 2610

户）；将 6167个生产大队（平均每个大队 319户），调整为 7094个（平

均每个大队 278户）；将 3.6592万个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 54户），

调整为 4.132万个（平均每个生产队 47户）。调整后的一部分公社、

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有所缩小，户数也相应减少。 

4月 4日：根据国务院的通知，为支援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

建设，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抽调 496 名职工，赴蒙古参加生产建设。4

月 13 日，省人委决定从各地区抽调一部分技术工人支援蒙古重点国

防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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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1日：为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

示》，并公布吉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单位名单。吉林省第一批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共有 33处，其中革命遗迹及革命纪念建筑物 4处，古建

筑、历史纪念建筑物和石刻 5 处，古遗址及古城址 20 处，古墓葬 4

处。 

5月 6日：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来我国参加“五一”观礼的

朝鲜工会代表团团长、朝鲜职业总盟江原道委员会委员长许太远和团

员、朝鲜国家劳动英雄朴东官等 2人来长春访问。代表团参观了长春

第一汽车制造厂。 

5月 9日：吉林省人民委会发出《关于加强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

工作的通知》。通知说，近几年来，吉林省在各项工农业生产建设中，

在历年的夏秋雨季，都发现一些古生物化石。各地文物保护小组应经

常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传授一些有关知识，在发现化石后，保护好

现场。 

5 月 15 日：中共吉林省委下发《关于吉林省农村人民公社和农

业生产的若干问题（草稿）》。对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组织规模、克服平

均主义、农村公共食堂、供给制、“三包一奖”、提高工分值、牲畜和

农具的所有制、粮食、林权划分和分级管理、农业机械化等十多个问

题作了具体规定，并附有全省“一平二调”退赔情况。全省“一平二

调”的总额为 2.0701亿多元，己经退赔 1.5912亿多元，占平调总额

的 76.8%。其中公社级退赔 91.3%；生产大队级退赔 91.2%；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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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退赔 89.3%；市、专署级退赔 55.7%；县（市）退赔 52.4%。 

5 月 16 日：到是日止，本年全省共发生大小山火 539 次，受害

面积达 1.74 万多垧，烧毁树木 3000 多万株，损失木材 4000 多立方

米。火灾发生后，动员了 8.5万人次和 413台汽车灭火，不仅造成森

林资源的损失，而且影响了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是年春季山火总次

数为去年同期的 13倍。 

5 月 22 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以及

有关专署、盟、旗、县领导本着有利生产、有利团结、便于领导、便

于群众的原则，开始对内蒙古扎赉特旗、科尔沁右翼前旗与吉林省镇

赉县之间的行政界线（全线 112 余华里）纠纷问题进行协商解决。8

月 19日，双方在镇赉县达成协议。1962年 11月 13日，吉林省和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上报国务院。1963 年 1 月 2 日，国务院批复

同意。 

6月 9日：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和长春市委员会举行各界人士座谈

会，就时事政策学习和自我改造问题进行了座谈。政协全国委员会副

主席陈叔通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6 月 17 日：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员会与州人民委员会举行

有 1000 多名各界人士参加的会议，欢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维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中央

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空了等到延边视察。李维汉等访问了延边的

学校、林业部门和人民公社，出席了多次座谈会，并与各界人士一起

欢渡端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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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5日：是日至 7月 17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省、地、县三

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省委

第一书记吴德在会议总结中，对省委几年来的工作作了检查。总结指

出，要稳定所有制取信于民；要坚决贯彻行农、轻、重的方针；要继

续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要开展新的学习运动，认真对党员干部进行教

育等。会议还讨论了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粮食和市场安排、抢

治重型浮肿病人、对犯错误干部进行甄别等工作。 

6月 27日：全省（缺白城地区）到农村支援夏锄的干部、职工、

驻军、学生、城镇居民等，共计 49.031万人，调往农村牲畜 3200头

（匹）、汽车 50辆、拖拉机 50台、电动机 1台。 

6 月 28 日：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决定，由东北局宣传部在长

春建立东北文史研究所，培养中国文史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专门

人才，以期逐步改变东北地区文史人才薄弱状况。该所就近由中共吉

林省委代管。旋命原吉林大学副校长佟冬为所长。1961年至 1965年，

该所先后从全国各大学招收 96 名优秀毕业生入所学习，为东北地区

培养一批文史专门人才。“文革”期间，东北文史研究所被“砸烂”。 

6 月 29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迅速抢治重

型浮肿病人，保证危重浮肿病人安全渡过困难时期。 

6月：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中共吉林省委、省人委决定通

化钢铁公司停产。次年 4月，决定全部停建，将公司所属的果松炼铁

厂、建筑安装公司、机械厂都成建制地划归省和通化地区有关部门，

大批职工被调出或精简，仅留职工 760人护厂。通化钢铁公司从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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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7月 2日：中国民主同盟吉林省暨长春市委员会召开省、市盟员

大会。选举徐寿轩为民盟吉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关梦觉、喻德渊、

喻建章为副主任委员；选举喻德渊为民盟长春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7月 7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吉林省委员会暨长春市委员会

召开省、市第二届党员大会。选举刘凤竹为民革吉林省委员会主任委

员，冯占海、李向之、李彤溪为副主任委员；选举李彤溪为民革长春

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7月 8日：九三学社长春分社召开第三次社员代表大会。推选吴

学周为主任委员。 

7 月 31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

处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要求对 1958 年公社化以

来，在“拔白旗”、整党整社、反右整风、整顿落后县和落后社等政

治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 

是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农村人民公

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原原本本地传达给全体党员和社员群众，不准

打折扣，不准作任何篡改；省委过去下发的有关文件，凡是同条例不

一致的，都应以条例为准。 

7月：为配合开发红旗岭镍矿（887厂），开始修建烟白铁路线中

的烟筒山到新兰镇段，延长 48公里。因调整国民经济计划，1962年

6月停建。 

8月 2日：中共吉林省委下发《关于认真试行中央“关于改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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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作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

规定（试行草案）”的通知》，要求各地逐步恢复供销社、手工业社、

合作商店、合作小组。 

8月 3日：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文艺工作会议，传达贯

彻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讨论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研究改进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和进一步提高本省文艺工作的质

量等问题。 

8 月 19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全省民族工作会议，研究解决朝

鲜族外流问题。会议要求认真贯彻民族政策，积极进行爱国主义和民

族政策教育，照顾少数民族的特点，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

习惯，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 

8 月 19 日：吉林省召开建设银行地区行长和全省基建拔款会议

工作会议。为进一步贯彻农、轻、重方针，中央将本年基建投资在计

划指标的基础上压缩 46%，吉林省压缩 54.88%。会议要求建设银行

监督建设单位认真执行批准的基建计划和基建程序，严格控制拔款，

合格使用资金。 

8 月 23 日：召开吉林省粮食工作会议。会议针对本省当前粮食

青黄不接，从省外调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50%，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

25%的紧张情况，要求各地安排好 9月份粮食购销工作；坚决压缩城

市人口，减少粮食销量；核实人口，核实工种，核实定量，做到人粮

相符。 

8 月 28 日：中共吉林省委批转省经济委员会《关于调整地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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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初步意见》。《初步意见》提出，在 24个厅局归口的 2130个地方

工业企业中，调整后保留 1897个，减少 233个；调整后职工 48.6135

万人，比 1960年末实有职工减少 8.5841万人，精简 15%。 

9月 1日：中央军委常委叶剑英来吉林省视察。 

9 月 8 日：吉林省有 50 多万人采集野生植物，到 8 月末，己收

购山梨、元枣等野生酿酒原料 900 万斤，相当上年同期收购量的 16

倍。商业部门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百万人大搞采集的小秋收运

动高潮，把能吃的、顶饲料的、能作工业原料的和人民生活必需的各

种山货土产更多地采集下来。 

是日：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地理地质研究所青年科研人员、吉

林水利勘测设计院和白城师专等单位的工作人员，组成一支吉林省西

部沼泽地调查研究队。该队经过 5个多月的野外考察，行程 5000多

里，考察范围达 4万多平方公里，收集大量有关沼泽的类型、形成特

点、分布规律与植物组成等方面的资料，并得出初步结论：沼泽地区

可作为今后开荒发展农牧业、建立轻工业原料基地的重要地区之一。 

9 月 11 日：召开吉林省煤炭五级干部会议。会议指出，全省煤

炭生产情况不好，产量指标和调运、掘进计划都未完成。会议要求落

实煤炭生产计划，坚持大搞群众运动，采取各种措施扭转煤炭生产下

降的局面。 

9 月 18 日：吉林省基本建设工作紧急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坚决

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国家和省重点工程，计划外的项目

一律停建；开展优质、高效、保安全的增产节约运动，提高劳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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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施工进度。 

9月：国家拔给吉林省 5万元，建立珲春大麻哈鱼放流站，从事

大麻哈鱼人工繁殖试验及放流工作。1963 年试验成功，获吉林省先

进集体奖。 

10月 5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第二届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

传达贯彻中央庐山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

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和关于高等学校工作的“六十条”以及

粮食、市场安排、训练干部等问题。会议着重研究了工业调整问题，

要求工业调整应以增产煤炭为中心，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有进有退，

有增有减。 

10月 18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副州长吕英俊（当年抗联第一路

军通讯员）带领踏查队寻找当年中共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烈士遗骨。

几经周折，在夹皮沟牡丹岭西麓二道河子密营一棵被火烧毁的大松树

下找到了魏拯民遗骨。23日，踏查队在烈士遗骨附过的一棵大树上，

写上了纪念革命先烈的告示。桦甸县政府旋将烈士遗骨就地安葬，并

树立了纪念碑。 

10 月 23 日：是日至 11 月 1 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阿沛阿

旺晋美率西藏参观团先后在长春市和延边等地参观。 

10月 30日：中央吉林省委发出《关于调整地方工业企业的指示》。

要求全省在今后 7 年内，一切工业部门都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 3年内以调整为中心，

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生产，建立起新的平衡。调整的重点，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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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工工业上，对重复生产、质量低、成本高、长期亏损、原材料和

燃料供应不上、简易投产和技术不过关的企业，分别实行关、并、停、

缩、转、迁。要求各地区、各工业管理部门应当机立断，不再犹豫，

指定专人负责，抓紧抓稳，保证实现全省的统一调整规划。 

11 月 4 日：召开吉林省公路运输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全省公

路运输的主要问题是路况、车况不好。全省公路 1.2472 万公里，能

够晴雨通车的公路为 3294公里，只占总数的 26%左右。特别是运量

较大的干线没有养护好，运力与运量的矛盾十分突出。会议要求坚持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充实公路的专业养护力量，

先养路，后修路，提高现有公路质量，保证完成运输任务。 

11月 10日：中共吉林省委就进一步改进工业管理体制问题发布

指示：在全国一盘棋方针指导下，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原则，

在最近二三年内，以实行集中领导为主；适当调整工业企业的隶属关

系，对现代化企业的管理权限应适当集中，对手工业则应适当分散；

严格区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改变某些全民所有制企业

不稳定情况；加强工业企业管理的集中统一；加强经济协作。 

11月 22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下发《关于试行“吉林省市场管

理办法（试行草案）”的通知》。通知说，农村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

供销合用社商业的必要补充，因此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地加以组织。既

要活而不乱，又要管而不死；既要有利于活跃农村经济，又要有利于

国家购销计划的完成。 

11月 27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长白山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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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理的布告》：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所有资源和自然景物，统由长

白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保护和管理；未经批准，不准擅自进入自然保

护区采集植物、猎取动物和从事其他活动。 

12月 10日：吉林省林业厅和商业厅在汪清县联合召开全省狩猎

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贯彻执行“护、养、猎”并举的方针，搞好冬

季狩猎生产。据有关部门统计，全省每年群众狩猎可获得数十万张兽

皮、百万斤肉，每年狩猎产品总值达 200多万元。但对省人民委员会

规定的东北虎、金钱豹、梅花廘、驯廘、驼廘、马廘、貂等 12 种禁

猎的珍贵动物，没有切实加以保护和计划地活捉饲养，仍有乱打乱捕

现象。要求林业部组织专人检查，加强资源保护，注意繁殖饲养，合

理猎取利用。 

12月 12日：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传达省委关于撤销中

国科学院吉林分院的决定，决定将哲学社学科学部所属哲学、语言文

学、经济、历史 4个研究所合并，成立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12月 16日：中共吉林省委批转省委统战部、宣传部《关于对最

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外人士进行甄别工作的意见》，要求对

反右派斗争以后，在整风、文化革命、技术革命和新“三反”等运动

中受批判和处分的工商界人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及其他方面

的党外人士，都要加以清理甄别。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长春成立。次年 1月 5日，省委批

准宋振庭兼该所所长。 

12 月 20 日：省委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整风整社的指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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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目前全省农村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利用今冬明春时

间，在吉林省农村中普遍进行整风整社，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

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人民公社。 

12月 23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有市、地、州委工业书记和部分

大企业党委书记参加的全省工业书记会议。会议要求坚决完成精简

43 万职工的任务，加强职工的思想教育，加强对工业的集中统一领

导，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开展以整顿企业和试行“工业七十条”

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 

12月 25日  召开全省国营农场工作会议。会议肯定了十几年来

国营农场获得的成绩，全省己有农场 110 处，耕地面积比 1953年增

加 3 倍，是年向国家交售商品粮 1600 万斤，肥猪 9500 多头，肉禽

12 万只，鲜蛋 29 万斤，羊毛 19 万斤，还提供大量蔬菜、水果、牛

奶和人参、廘茸等。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阮泊生作了题为《进一

步办好农场，发挥国营农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报告，安排

了 1962年国营农场的生产任务和增产措施。 

12 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恢复设在长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兽医大学建制。 

是年：全省财政决算出现赤字 9685 万元，经过调用全省各级预

算外结余、收回各单位冻结存款和清仓查库处理多余物资等办法弥补

后，仍有赤字 2425万元。 

是年：全省城镇人口减少 38.7万人，职工减少 19.9万人，减少

工资支出 7000万元，减少城镇粮食销量 5000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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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全省地方工业由 1850个减少到 1470个，其中关闭 161个，

合并 75个，转产 144个。精简职工 10.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 22.2%。 

是年：全省中等职业教育转入以试办半工（农）半读学校为重点，

至翌年，全省基本形成了城市以职业中学、半工（农）半读为主体，

农村以农业中学为主体的城乡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中等专业学校、职

业中学、半工（农）半读学校、农业中学在校生 23.8 万人，占整个

中学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 40%，形成了比较合理的中等教育结构。 

是年：由于在文艺界开展对所谓“人性论”、“中间人物论”、“有

鬼无害论”的批判，使长影的创作和生产陷入困境，是年和下年共生

产 11 部影片，在长影发展史上出现了低潮。但也拍摄了一些优秀影

片，如《刘三姐》、《甲午风云》等。《刘三姐》在第二届“百花奖”

评选中，获得最佳摄影、最佳音乐、最佳美术三项大奖。 

是年末：吉林省工农业总产值为 47.6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 14.89

亿元。粮食总产量为 398.6万吨。总人口 1414.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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