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8年) 

1958年 

 

1月 6日：吉林省整党转入整改阶段。为精简省直机构，决定将

省气象局与省气象台、省林业厅与省森工局、省农业厅与省农垦厅、

省工业厅与省手工业管理局、省商业厅所属城市服务局与省供销总

社、省建设委员会与城市建设局合并，称省气象局、省林业厅、省农

业厅、省工业厅、省商业厅、省建设厅。省商业厅所属水产局移交农

业部门领导。 

l月 8日：吉林省和长春市欢送首批 1601名下放干部上山下乡。 

1月 9日：也门王太子、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塞费·伊斯兰·

穆罕默德·巴德尔一行 4 人，由第二机械工业部长赵尔陆陪同到长春

访问。贵宾参观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1月 13－19日：全省地方工业会议在长春召开。会议确定 1958

年地方工业总产值要比上年增长 19.6％，在 5年内工业总产值要跃进

l倍。 

1 月 19 日：中共吉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在长春联合举办社会

节约展览会。 展览会设有粮食、棉布、煤炭、木材、节电、节育、

储蓄 7个馆，通过模型、图表、实物、连环画和照片，说明每人节约

1尺布、1两米、1斤煤，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 

1 月 23 日：为了合理开发利用松花江水利资源，松花江流域规

划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任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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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副主任委员。农垦部部长王震、水利部

副部长冯仲云、电力工业部副部长王林和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

自治区以及中央有关各部负责人共 18人为委员。 

1 月 26 日：全国学生第一届冰上运动会在吉林市北山滑冰场举

行。参加比赛的有全国 25个市、州、盟、专区的 216名运动员，吉

林省参加比赛的有吉林市、长春市、四平、通化和延边等队。长春市

李福莲以 2分 54．4秒的成绩，打破了 1957年女子速滑 1500米的全

国纪录。 

2月 6日：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当前粮食征购工作进展情况向中央

报告。报告指出：由于部分领导干部有“右倾”思想和富裕中农少报

产量，扩大留量，甚至密打私分、挖窖藏粮，致使征购粮进度迟缓，

至上年 12月底，仅入库 90.4万吨， 占征购粮任务的 43％。为改变

这种状况，中共吉林省委决定：继续批判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

开展群众性的“三查”；开展节约粮食运动；在全省抽调 2 万多名干

部，深入农村帮助工作。同时政法部门决定处罚一批破坏粮食统购统

销政策的人，对 500 多名所谓思想“严重右倾”，甚至“丧失立场”

的区、乡、社干部给予处分。 

2 月 12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边贯彻中共中

央一月南宁会议精神和毛主席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会

议根据中央的精神，提出继续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解决对“大

跃进”的怀疑态度。要求全省各地苦战三年五载，实现农业发展纲要，

在粮食产量、水利化、机械化、绿化方面，力争在 5年完成，在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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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基本上变为“四无”（无鼠、无蝇、无蚤、无麻雀）省份、实践

证明，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冒进口号。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从沈阳

乘飞机来长春视察。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陪同视察了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铸工车间、总装备车间、底盘车间。14 日，毛泽东接见

了吉林省、长春市党政领导并谈了话，强调要搞好农业，加强对农业

的研究，注意研究土和水的关系，多搞农家肥，要从实际出发，确定

我们的农业发展方针。做领导工作的，要注意学习，除了政治理论外，

还要多读一点工业方面的书。毛泽东还视察了长春电影制片厂，观看

了电影《红孩子》的拍摄。当日毛泽东乘飞机回北京。 

2 月 20 日：中共吉林省委向中央报告关于开展灭鼠灭蚤爱国卫

生运动情况。报告说，在全省曾发生鼠疫的 18 个市县，开展了以灭

鼠灭蚤、消灭鼠疫为重点的卫生运动，现已出现了 1476个无鼠村镇，

制止了 40 余年来从未间断过的因染鼠疫而死亡的现象，第一次出现

了连续两年（1956、1957年）无鼠疫的新局面。 

2 月 23 日：党和政府为了纪念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

杨靖宇将军，在通化市修建的靖宇陵园落成，并举行公祭安葬大会。

康生致悼词，主祭人有康生、周保中、邓华、冯仲云、吴德、于天放、

邢肇棠、栗又文、张雪轩、尹俊山、贺健、刘贤权、尹作序等、杨靖

宇的女儿马锦云参加了安葬仪式并讲了话。 

2月：中共吉林省委决定本月和 3月为全省开展节约粮食运动的

宣传月，提出“家家精打细算，人人节约粮食，争取每人每天平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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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两粮”的口号（农民在“三定”留量标准内节约 10％左右）。预

计全省每年可节约粮食 5亿斤（其中城镇 1亿斤，农村 4亿斤）。 

3月 3日：中共吉林省委成立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工作委员

会，省长栗又文任主任，杨战韬、舒行、蔡炳臣、王奂如任副主任。

7日，省委要求长春、四平、辽源、公主岭、扶余、德惠、海龙、梨

树、双辽、东丰、磐石等市委和县委，立即成立欢迎志愿军归国工作

委员会，认真做好此项工作。至 6月 22日，全省各地广泛地开展了

欢迎慰问活动，召开慰问大会、组织军民联欢 168次，邀请志愿军英

雄模范作报告 52场，听报告人数达 4.61万人。 

3月 5日：为促进农业生产“大跃进”召开吉林省农业先进生产

者代表会议。省长栗又文作了题为《苦干、猛干、实干，超额完成今

年粮食生产任务，为五年实现规划而奋斗》的报告。会议邀请了河北

省徐水县委负责人介绍了他们实现农业跃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

经验。代表们在会上登台打擂，提出 5年或更短的时间达到全省农业

发展规划的主要指标。这次大会助长了浮夸风。 

3 月 11 日：在全国各行各业“大跃进”形势左右下，吉林省召

开全省“教育大跃进”誓师大会。会议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发展本省的教育事业，要在一年内扫除文盲，成为

无文盲省；在一年内普及小学教育，达到乡乡有中学；教育经费做到

基本自给等。 

长春人造地球卫星观测站建立。观测站设在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

楼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东北人民大学副校长唐敖庆任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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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全省工业、交通、邮电系统整风会议。

参加会议的县级以上和较大企业的党政干部 597人。会议反复强调这

次整风的必要性，提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纲。在

“反保守，比干劲”气氛下，各系统提出了比上年增长 30—50％的

1958 年生产计划和比“一五”期间地方工业总产值增长 5 倍以上的

“二五”计划的高指标。 

3 月 19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批准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

织条例》。 

3月 20日：《吉林日报》报道：农安、长春等公安部门捕获“收

缘道”道首王立庭、杨维新；城甸等地捕获“三海如意门”道首邵文

华、孙庆祥、张明城；九台捕获“一贯道”头子朱凤才。他们有的自

称“真龙天子”，招兵买马，封官加冕，扩充反动组织；有的制定具

体的武装暴乱计划，企图杀害干部，袭击人民政府和军队。他们在省

内大中城市和农村进行流窜活动，并和外省的反动会道门有沟通来

往。 

３月 23 日：吉林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知识界和私营工

商业代表 4 000多人，仿效在北京天安广场举行的“社会主义自我改

造促进大会”，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大会通过

了“自我改造决心书”。5月 6日至 13日，中共吉林省委统战部在长

春市召开有各市、县统战系统干部和各界党外人士参加的“向党交心

现场会”。随后，全省各地出现了向党交心评比竞赛。由于形势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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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许多党外人士说了一些违心话，部分工商界人士要求放弃高薪和下

放劳动。后来这些极左的作法和偏差得到了纠正。 

３月：吉林省教育厅和团省委先后作出关于大力开展勤工俭学的

决定。在半年多时间内，全省共办起校办工厂 4 110个，校办农场拥

有耕地 29．2万亩，养马 488匹，牛 1358头。全省勤工俭学发展甚

快，但因劳动过多，影响了教学质量。 

是月：吉林省教育厅在长春召开第三次方言调查会议。东北师大、

东北人大、延边大学、吉林师专、省教师进修学院等有关人员参加了

会议。会议研究了自 1956年 5月以来各单位分担的区域方言调查的

情况、经验和问题，决定在 10 月前完成调查工作，编写出《吉林人

学习普通话手册》。 

4月 1日：中共吉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在给中共中央、国务院

的报告中指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按照关于扫盲决定的要求，基本

上扫除了文盲，成为“文化州”。 

4月 6日：依据 1957年 10月 8日中朝两国在平壤签订的图们江

治水工程协议，中朝两国图们江治水工程设计方案在长春签字。吉林

省决定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负责领导施工。 

4月 8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成都

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

敢说、敢干”的精神。会议根据中央精神，要求全省在优先发展重工

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要抽出更大的力量放在农

业上，力争农业一年翻身，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粮食产量 5年内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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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吨以上。会议指出，全省的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也有浮

夸虚报的现象。 

４月 16 日：长春市发动 80 万人连续围歼麻雀。16 日，用打、

掏办法，消灭麻雀万余只。26 日，锣鼓声、吆喝声、鞭炮声、火枪

声从清晨响彻全城，20 多万个假人置于树上和屋顶，并用马前子制

成 1000多斤毒药，施放在市内 500多个毒饵区，全天共消灭麻雀 1．57

万多只。28 日，又进行一次小规模的围歼。据不完全统计，共消灭

麻雀 988．7 万只（当时把麻雀定为“四害”之一，动员大批人力围

歼，劳民伤财，收效甚微，根本不能彻底消灭。后来将“四害”中的

麻雀换成臭虫）。 

4 月 25 日：吉林省第四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工业交通劳动模

范代表会议召开。会议要求深入开展整风，大力开展职工的自我教育，

掀起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为响应大会号召，长春市等 6 个城市

296 个企业的职工在半年内试制出新产品 1200 余种，文教、科技战

线职工也创造出许多新成果。 

4 月 29 日：吉林省第一个农业高等专门学府——长春农学院成

立。该院是由长春畜牧兽医大学和黑龙江省北安农学院合并建立的，

次年改名为吉林农业大学。 

4月：吉林省供销社系统根据中央提出的“大购大销”要求，在

全省开展声势浩大的“采购运动月”。仅用一个月时间，收购总值达

2 500万元，收购品种达 500多种，其中从来没有收购过的有 130多

种。7月，又开展了副食品收购月。到年末，全省农副产品收购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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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达 1.0437 亿元。由于盲目的收购，造成资金大量浪费，有的收购

上来的产品，因无销路或无使用价值不得不报废处理。到 1962 年，

全省供销系统经省人民委员会清仓核资领导小组批准削价、报废商

品，损失金额达 7698万元。 

是月：蛟河县档案馆建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吉林省最先建立

的第一家档案馆。 

是月末：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在吉林扶余县一个储油构造的

钻孔中，钻到了厚达 70公分和 50公分的两个油沙岩层，证明松辽平

原深处有很多的石油集潴，6 月 17 日，该普查大队又在公主岭西北

杨大城子镇附近的构造钻孔中，发现一个新的厚度在 3公尺以上的含

油砂岩层，进一步证实，松辽平原将成为我国重要的油区之一。 

5月 1日：吉林省第一所业余农民大学——黎明业余农民大学在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东盛乡成立。 

5月 2日：周光任吉林省副省长。 

5月 5日：饮马河流域规划治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九台县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饮马河流域地区的磐石、双阳、永吉、九台、德惠各县

和公主岭专区有关人员。会议提出了在一二年内根治饮马河的总要求

和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以小型为基础、以中型为骨干的治理方针。     

7日，通过了《饮马河规划治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协议书》。 

是日：煤炭工业部、中国煤矿工会全国委员会在蛟河煤矿联合召

开全国煤矿采煤机械化现场会议。会议交流了采煤机械化和掘进、运

输、装车等机械化经验。蛟河煤矿机械使用率平均达到６９％，比全

 8



国使用率高 33％。 

5月 7日：长（长春）白（白城子）线长春到前郭尔罗斯蒙古族

自治县间铁路复线工程开工。线路全长 142公里，有大小桥梁 16座，

涵洞 112处，养路工区 15个，工务段 1个，站场 10个，还有站舍、

通信、信号等工程。 

5 月１2 日：我国第一部国产“东风”牌轿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

造厂试制成功。15日，“东风”牌轿车开入北京中南海。21日，毛主

席与林伯渠在怀仁堂后花园乘坐该车行驶两周。 

5月 13日：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在长春成立。 

5 月 14 日：朝鲜为吉林省抚育战灾孤儿工作人员授勋授奖。授

予省民政厅厅长何克等 7 人二级勋章，授予吉林市民政局局长等 33

人三级勋章，授予省农业学校校长等 58人功劳章。 

是日：长春铁路枢纽新建工程开工。该工程主要新建调车线两条

（上下行），到发线延长 850 米，其中有两条为 1050 米，总投资为

568万元。1960年 12月 1日竣工，交付使用。 

5 月 16 日：为加强工农业生产建设中的平衡协作，依靠中等城

市的技术设备力量，协助附近县城的生产建设，中共吉林省委决定将

全省划为 7个经济协作区：长春协作区（长春市和九台、德惠、双阳、

伊通、农安、榆树、扶余 7 个县）、吉林协作区（吉林市和永吉、舒

兰、蛟河、敦化、桦甸、磐石 6 个县）。四平协作区（四平市、公主

岭市和怀德、梨树、双辽、长岭 4 个县）、辽源协作区（辽源市和东

丰、东辽、海龙 3 个县）、通化协作区（除东丰、海龙县以外的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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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各市县）、延边协作区（自治州所属各市县）、白城协作区（除双

辽、长岭县以外的白城地区各县）。行政区所属各县，除参加协作区

外，还可以同时参加本地区的协作。 

5 月 20 日：新华社报道：按照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戴桂蕊教授

研究设计的方案，并在他指导下于第一机械工业部北京农业机械研究

所试制成功内燃水泵，这是我国排灌机械的重大革命。 

5月 25日：1958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在长春市开幕。参加

单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 25个省市的 26个代表队，共 236名运

动员。 

5月 28日：是日至 30日，中共吉林省委先后召开书记处会议、

省委全体委员会议、省直机关党员干部会议和市、地、县委书记、宣

传部长参加的电话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布置

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学习和宣传“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和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要求做到家喻户晓。 

5月：周恩来总理到吉林省视察。 

5月：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成立。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任院长。 

6月 1日：长春市组织 7万人的宣传大队在市内大街小巷、各个

角落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市 4万多名儿童也在“六一”儿

童节这天参加了宣传活动。吉林市由 10 万多人组成的宣传队伍在全

城开展宣传活动。至 6月 10日止，全省已出动了 20多万人宣传总路

线。 

6月 5日：中共吉林省委决定在长春建立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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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的任务是：除担负一部分全国性的任务外，要组织全省各方面的

科学技术力量对地方工农业生产中所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开展有计

划、有重点的研究工作，同时注意对于若干基本理论科学和最新技术

问题进行探讨；协助中国科学院管理设在吉林省的各研究机构；并积

极筹建和管理省属的科学研究机构；统一组织和安排地方性的学术活

动，交流科学技术方面的经验和发明创造。决定任命富振声为院长，

刘靖为常务副院长，于克、唐敖庆、喻德渊、吴学周、宋振庭、丁浩

川为副院长。 

是日：吉林省计委、省工业厅联合召开省冶金工业会议。会议根

据中央的要求，提出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向深山要铁的行动口号。

决定在省内 30个有铁矿资源的市、县，兴建 133座小型炼铁高炉和

281 个“土高炉”，从 7 月份开始陆续投产，保证在年底以前生产铁

10万吨，力争完成 12.55万吨的高指标。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改变吉林

省不生产钢铁的局面，从此开始了劳民伤财的“大炼钢铁运动”。 

6 月 10 日：中共吉林省委作出《关于加强理论建设工作问题的

决定》。要求全省在 5 年内培养起一支上千人的既有相当理论水平，

又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理论队伍，每个县委、地（州）委、市委都

要形成 5 一 7 人、10 余人、数十人的骨干核心。为此，省委决定出

版一个理论刊物。7月 1日，省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奋进》创刊号出

版。富振声任总编，龙文宇任副总编；匡亚明、宋振庭、刘敬之、董

速任常务编辑。 

6月 14日：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人员试制出耐油吡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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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芦苇做原料试制成人造丝，从矿石中分离试制出三种稀土元素。耐

油橡胶和三种稀土元素试制成功，结束了我国工业需要依靠进口的历

史。 

6月 15日：《吉林日报》报道：我国第一台“地形一号光学经纬

仪”、航空测量制图的“立体星测仪”和氢灯、太阳灯等仪器，在中

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试制成功，经中国科学院测量

制图研究室鉴定，经纬仪的精度达到了国际水平。 

6 月 17 日：在中共吉林省委常委会议上，错误地作出《关于改

组双辽县委的决定》，认为前中共双辽县委的主要成员在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和党的

建设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对双辽县委书记、副书记、宣

传部副部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县公安局副局长，

分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处分（1979年 12月 13

日，中共吉林省委作出平反前省委改组中共双辽县委的决定，对受处

分的干部予以平反）。 

6 月 20 日：长春拖拉机制造厂举行动工典礼。该厂设计能力为

年产 1万台中马力轮式拖拉机，总投资 2793万元，厂房面积 7．8万

平方米，是继洛阳拖拉机制造厂之后我国第二座现代化大型农机企

业。次年 12月，生产出首批长春 40型拖拉机 22台，填补了省内空

白。 

是日：通化钢铁厂在二道江举行 2号 225立方米高炉破土动工典

礼。10月，建立通化钢铁公司。11月，4座 13立方米小高炉建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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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为支援通钢，1959 年 3 月，先后把地方国营通化机械厂、通化

地区建设公司、临江板石沟铁矿划归通钢。1960 年，省政府决定将

省属的果松钢铁厂划归通钢。遂使通钢成为拥有 3.6万名职工的吉林

省最大的地方钢铁企业。1959年 11月 6日，2号 225立方米高炉炼

出第一炉铁水。1960年 6月 28日，转炉炼出第一炉钢，9月 29日，

小型轧钢机轧出第一批钢材，标志着吉林省钢铁工业正式诞生，结束

了本省不能生产钢铁的历史。 

6月：根据 111地质勘探队提出的精确报告，舒兰县工业煤储量

达 2.9亿吨，吉林省决定开发舒兰矿区，以满足吉林地区化学工业和

发电用煤。7月 2日开始正式筹建，由沈阳煤矿设计院负责矿区规划，

设计年产能力 300万吨。省煤炭管理局从辽源、通化、蛟河、营城等

矿局抽调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近千名、从山东支边工人中抽调

部分工人开发舒兰煤田。1960 年吉舒、丰广等 6 对矿井投入生产，

原煤产量超过 80万吨。这是吉林省建国以后开发的第一个新煤矿区。 

是月：全国马匹繁殖改良现场会议在镇赉县召开。国家农业部副

部长蔡子伟到会讲了话，中共镇赉县委书记介绍了经验。 

是月：国家农业部在洮南县大通乡四海村召开土壤改良现场会。

苏联土壤专家参加了现场会。 

是月：吉林省农村邮政通信实现了“队队通邮”，农民可在本村

收到邮件和报纸。 

是月：中国科学院于长春建立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著名光学

专家王大珩任第一任院长。1967年划归国防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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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日：原延边大学一分为四，分别建立延边大学、延边医学

院、延边农学院、延边工学院。 

7月 2日：吉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长春召开。

出席会议代表 301人。省长栗又文、副省长王奂如等作了有关报告。

会议号召全省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总路线，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为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大会选

举栗又文为省长，于克、徐元泉、徐寿轩、朱德海、刘慈恺、杨战韬、

王奂如、周光为副省长，王吉仁为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7月 3日：中共吉林省委农村工作部召开地、市、县委农村工作

部长会议。根据当时全国农业生产“大跃进”形势，会议要求破除迷

信，解放思想，开展“拔白旗插红旗”竞赛，放射高产“卫星”，实

现“大跃进”指标。会议助长了强迫命令和浮夸风。 

7月 8日：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成立大会在东北人大鸣放宫举行。

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富振声、关山复和有关单位领导干部、代表

2000 多人参加了大会。会上，东北人大副校长刘靖作了吉林分院筹

建经过报告，公布了正、副院长名单。在会议结束后，召开了分院学

术委员会会议，建议在全省新建 14个研究所，其中包括哲学、经济、

历史、语言文学、教育、法学等。经过两个月筹备，8 月 29 日，召

开哲学社会科学学组第三次会议，分院院长丁浩川宣布本学组所属各

所正式建立。10 月 6 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正式任命刘靖兼哲学研

究所长，关梦觉兼经济所长，佟冬兼历史所长，丁浩川兼教育所长，

宋振庭兼语言文学所长。1961 年 2 月，中共吉林省委决定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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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组”改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设哲学、语言文学、

经济、历史 4个研究所，撤销法学、教育两个研究所。 

是日：苏联先进青年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代表团一行 16 人，在

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罗吉诺夫率领下，由团中央常委杨海波陪同到达

长春访问。吉林省、长春市党政领导会见了代表团。 

7月 11日：《吉林日报》报道：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

移交地方，改名为长春医学院。吉林师范专科学院并入东北师大。10

月，东北师大下放到省，改名为吉林师范大学。 

7 月 12 日：中共吉林省委在长春市南关区召开街道办工业现场

会议。与会者参观了南关区民办的麻绳厂、化工厂等。全省自 6月上

旬至 7月上旬，共办街道工厂 2923个，正在筹建的 5000余个，参加

生产人数达 2．8666万人，产值 1000余万元。7月 30日，中共中央

转发了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街道办工业现场会议的报告。 

7 月 13 日：吉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吉林

省常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副省长、山区建设委员会主任徐元泉作

了关于吉林省山区生产建设规划的报告。省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山区生

产建设规划，要求各地认真讨论，贯彻执行。 

7 月２０日：《吉林日报》报道：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全省

已有 21个市县建立了 71座小高炉和士高炉。其中兴建高炉较多的是 

磐石县 17座，长春市 13座，白城县 11座，柳河县 4座，东辽、德

惠县各 3座。 

７月 21 日：长春市新立城水库动工兴建。水库设计库容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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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8亿立方公尺，主要工程拦洪坝长 265公尺，高 17公尺，总土方

量 152万立方公尺。 

7 月 24 日：中共吉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机关、团体、学

校停止工作 7天，全力参加抗旱斗争。全省抽调 2．5万名干部分赴

各地帮助抗旱。25 日，全省投入抗旱的人数达 400 万人，占全省农

村人口的 43.79％。 

是日：吉林省重工业厅在农安县召开现场会议。农安县以中小型

为主和先土后洋的方针建立起两座石油厂（一土一洋）。会议推广了

农安的经验。 

7月 27日：农安县太平池水库举行竣工典礼。该水库蓄水量近 1

亿立方米，防洪溢为 3.5 万多公顷，可开发 7000 公顷水田，并可养

鱼。 

7月：吉林省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改为吉林省科学技术

委员会），各地、市、州、县也相继成立了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 

是月：白城发电厂修复了有严重缺陷、外国专家未能修复的＃4

汽轮发电机。向毛主席报喜后，毛主席复电勉励；“努力钻研政治理

论、科学技术，让电力工业提早赶上或超过英国。” 

 是月：苏联林业专家达依诺夫赴吉林省长白山林区考察自然保护

区和森工生产。 

8月 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辆高级“红旗”

牌小轿车。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参加了命名大会。 

8 月 7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农村整党工作的通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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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挂锄期间和秋收以后，以生产为中心，结合总路线的宣传和农村

其他各项工作，继续进行农村整党，最迟要在 1958年冬结束。 

8月 8日：中共吉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在白城县召开滚珠轴承

化现场会议。与会者参观了白城县农具厂和机械厂制造滚珠轴承的过

程。会议提出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花轮车”轴承化，经过实践，没有

成功。 

8 月 11 日：东北人民大学划归吉林省领导，更名为吉林大学。

次年又改为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 

8月 17日：长春 20万人参观飞机跳伞表演。这是吉林省举行的

第一次大规模的跳伞运动。 

8 月 19 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研究所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

磁式电子显微镜，放大率为 2万倍，鉴别率经调整后可达约 25埃，

是物理学、冶金、医学以及化学高分子等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工具。 

是日：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国家代表

团，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陪同，从沈阳抵长春参观访问。 

8 月 20 日：吉林省第一个人民公社——海龙县曙光人民公社诞

生。该社由六八石，李炉沟、建设、四八石 4个乡 20个农业合作社

合并而成。全社共有 7673户，3.3 030万人，耕地面积 1.1871万公顷。

全省人民公社化运动，从 7月中旬开始试点，到 8月下旬，长春、吉

林、永吉、榆树、怀德、开通、海龙等 20个市县建立了人民公社。 

8 月 26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电话会议。根据中央下达给吉林

省生产钢铁的高指标，省委提出发动全党全民掀起特快炼钢的群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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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要求超额完成 40万吨铁和 5万吨钢的任务，凡有铁矿资源的地

区，无论工厂、农业社、学校、机关都要设法建立“土高炉”。省委

和市、地、县都成立了钢铁领导小组。 

8 月 28 日：召开吉林省第五次党的监察工作会议。会议介绍了

永吉县的所谓“拔白旗”经验，错误地确定党的监察工作应以“拔白

旗，插红旗”为中心。全省在 1958年“大跃进”中，共在县、公社、

大队、企事业“拔白旗”4977 个单位，严重地损伤了这些单位的名

誉。 

8 月 31 日：中国科学院在长春光机研究所召开现场会议，庆祝

该所 8大仪器（万能工具显微镜、晶体谱仪、大型光谱仪、高温显微

镜、高精度经纬仪、光速测距仪等）试制成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

若、副院长张劲夫、吴有训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等参加了会议。 

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当年全国钢

铁产量要翻一番，达到 1070万吨，下达给吉林省的任务是 30万吨铁，

5万吨钢。 

是月：根据国务院改变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决定，东北人大改由

教育部和吉林省双重领导，并更名为吉林大学。次年 8月，吉林大学

改为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大学。 

是月：舒兰至丰广段铁路开工修筑。1960年 8月竣工。 

9月 1日：中共吉林省委为完成中央下达的钢铁生产任务，召开

钢铁工业生产跃进誓师广播大会。号召“全党全民总动员，大战 120

天，为超额完成钢铁生产任务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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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6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

决定，中共吉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规定；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每年至

少参加 1个月的体力劳动，其他干部每年参加 1—2个月的体力劳动。 

是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北戴河

会议精神，要求动员全党全民的力量，保证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并要

求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预计在 9月或 10月实现全省公社化。 

9 月 13 日：泰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李福偕夫

人等一行 4人到长春访问。李福等还访问了吉林市。 

9月 15日：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成立。 

9 月 17 日：在兰州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水土保持会议上，吉林省

临江县荣获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颁发的特等奖；东辽、永吉、磐石

和梨树镇石岭乡、和龙乡、东城乡以及伊通县尖山乡分别获得水土保

持会议颁发的优等奖。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政、李雪

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等

来吉林省视察工作。18日至 23日，先后在长春市、吉林市和四平市

视察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地质学院、长春电影制片厂、长春

市南关区街道工业、丰满发电厂、吉林肥料厂、吉林染料厂、吉林电

石厂、吉林造纸厂、四平市六马路小学、盲人铁工厂、市直属机关干

部炼铁厂等，并向工人、学生、干部等了解了生产、工作、生活和学

习情况，对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城市人民公社和整风等工作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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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 

9 月 21 日：全国甜菜现场会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新庙召

开。 

9月 27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调整省内行政区划的通知》

以长春、吉林、四平、通化、延吉、白城 6个市为基点。划为 6个行

政区，合并部分县。具体划分为：长春市辖双阳、九台、德惠、榆树、

农安 5县；吉林市辖永吉、磐石、桦甸、舒兰、蛟河 5县；撤销公主

岭专员公署，设立四平专员公署，辖四平、辽源、公主岭 3市和怀德、

东辽、伊通、梨树、东丰、双辽 6县；通化专员公署辖通化市和海龙、

辉南、柳河、通化、辑安、临江、抚松、靖宇、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9

县；白城专员公署辖白城市（白城镇改为白城市）和洮安（白城县和

洮安县合并）、镇赉、大安（大赉县与安广县合并）、通榆（开通县与

瞻榆县合并）、乾安、长岭、扶余、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8 县；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辖延吉市和延吉、和龙、安图、汪清、敦化、珲春

6县。 

9月 30日：《吉林日报》报道；全省经过两个月的人民公社化运

动，已将原来的 7324个农业合作社，合并建成 391个人民公社，全

省农村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城镇非农业户大部分也加入了人民公

社。由于急于“过渡”，只重形式，不顾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加上

“一平二调”、“共产风”泛滥，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后，吉林省立即掀

起大办民兵师热潮，仅两个月时间，全省民兵数由原来 118万激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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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万，共建 70多个民兵师，721个民兵团，4 000多个民兵营，2.31

万多个民兵连，基本实现了“全民皆兵”。由于片面追求数量，大搞

“一刀切”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对民兵建设产生了不良影响。1959

年，民兵工作转入整顿巩固阶段。1962年后，加强了民兵工作的“三

落实”，开展了“五好”民兵活动。 

 是月：通化矿务局铁厂洗煤厂和唐山煤炭科学院联合试验重介质

洗煤成功，并筹建我国第一座双锥、斜轮重介质选煤车间。1960年，

通过煤炭工业部正式鉴定，向全国推广。 

是月：哈大线在吉林省境内 280公里之铁路线恢复复线。 

10月 1日：全省 200个手工业社（占全省的 30％）转为地方国

营和合作工厂，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子过渡为全民所有制，出现许多弊

病。 

10 月 7 日：中共吉林省委在东丰县召开炼铁现场会议。会议要

求坚决贯彻中央“小土群”的方针，实行两条腿走路。在保证完成小

高炉生产计划的前提下，放手发动群众，大搞土法炼铁，机关、学校、

城镇、街道一齐出动，迅速掀起群众炼铁高潮。在 1个多月时间内，

全省“小土炉”遍地开花。由于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炼出的钢铁，

质量低劣，造成人财物的极大浪费。 

10月 8日：吉林省京剧团成立。 

是日：8 日至 18 日，中共吉林省委连续召开三次电话会议，要

求各级党委充分发动群众，破除“条件论”、“习惯论”、“特殊论”，

把深翻地运动推向高潮。一时间，农村出现了“到处是营寨，遍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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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男女老少，大搞深翻地，严重地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并使一

些地方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甚至被翻在地里，造成极大浪费。 

10 月 10 日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在

全省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和深入整风整党的通

知》。要求从现在开始，结合秋收、深翻土地和大炼钢铁运动，在党

员和广大群众中，深入地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采取一切形式，大破所谓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立共产

主义，拔掉“白旗”，遍插“红旗”。这些极左的做法，严重地挫伤了

广大农村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 

10月 18日：吉林省召开推广普通话跃进誓师大会。吴玉章就推

广普通话工作提出四点指示：大力宣传文字改革工作，继续大力培养

教普通话的师资，为学习拼音字母和普通话创造条件，省、市、县可

以成立文字改革协会。 

10月 26日：九三学社长春分社召开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大会

推选吴学周为主任委员，陈光明、赵际昌为副主任委员。 

11 月 2 日：民进长春市筹委会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成立

中国民主促进会长春市委员会，选举朱静航为主任委员，蔡馏生、吴

莲溪、刘育新为副主任委员。 

11 月 5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财贸工作会议，传达西安财贸工

作会议精神，讨论改进全省农村财贸管理体制等问题。会议确定，从

明年开始，在农村的财贸基层单位，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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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农业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郑州会

议和西安 9省市农业协作会议精神，讨论农业“大跃进”规划和实行

农业耕作制度革命等问题。会议要求全省各地要有 15％的耕地成为

亩产 5 000斤到 1000斤的“高产田”、“卫星田”。为保证完成明年每

人 3 000斤粮食的任务，会议又批判了所谓“准条件论”、“特殊论”

等右倾保守思想，制订了明年全省农业“大跃进”规划和《吉林省

1959 年农业耕作制度十革命的实施纲要》（草案），不切实际地提出

明年吉林省要成为亩产千斤省的高指标。这次会议加剧了思想上的混

乱，助长了“一平二调” 的“共产风”，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困难。 

是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省直各厅局党组书记会议，讨论完成全

年钢铁计划问题。会议要求贯彻土洋结合的方针，在搞“小土群”的

同时，要加强小高炉建设，保证有 3万个四平和公主岭式的炉子正常

出铁，有 3万个炉子检修，作备品。会议指出，现在钢的问题是铁的

问题，铁的问题是煤的问题。各市、地按省委下达的任务，组织几万

人大开露天煤窑和小煤窑，甚至不惜影响农业生产，将农村的排灌动

力调出投入大炼钢铁。 

11 月 7 日：尼泊尔共产党前总书记、尼共代表阿迪卡利等一行

到长春参观访问。阿迪卡利在访问了吉林、延吉两市后，于 13 日离

开长春。 

是日：《吉林日报》报道．省钢铁办公室从榆树、怀德、扶余、

永吉等 15个县抽调 27万人，组成“远征军”，开赴通化地区支援采

煤炼焦。通化地区在“家家建窑，人人炼焦”的口号下，也在大搞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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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群众运动。 

11 月 10 日：到本日止，全省累计完成钢 8051 吨，铁 1．6041

万吨，只完成计划的 16.1％和 5.3％。 

11月 11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关于苦战一个月保证完成钢铁

生产任务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立即集中全党全民力量，突击

生产，力争 12月 10日前完成全年钢铁生产任务。为保证“钢铁元帅

升帐”，全省组织了 60万人投入“保钢运动”，造成人力极大浪费。 

11月 15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第

一次郑州会议精神。会议学习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一书，批判了个别地方企图过早地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和作法，讨论

了关于改进干部作风、关心群众生活、钢铁生产等问题。 

11 月 18 日：《吉林日报》报道；由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共同

兴建的察尔森大型水库开始动工修建。该水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

浩特市东北约 60 华里的察尔森北部，是洮儿河流域规划中的主要工

程，控制流域面积达 7786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 1／3，水库总

容量为 11.55亿立方。后因投资困难而停建。 

是日：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吴学

周为主席，程大荒、张德馨、唐川、王大珩、李冷斋、黄叔培、夏光

韦、王骏超、陈光明为副主席。 

11月 20日：吉林省超额完成了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入库原粮

50.7亿斤，超过国家规定任务的 5％。 

11月 24日：人工降雪试验在抚松县东岗获得成功，在试验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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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天大雪。 

11月 26 日：吉林省大型水利工程之一的九台县石头口门水库大

坝建成，将一向遇雨泛滥成灾的饮马河拦腰截住。 

11月：承建人民大会堂的吉林省省建一公司建筑队开赴北京市。

该队承担主体工程砌筑砖框架工程，克服重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任

务，其工程质量在 18个省市施工队中名列前茅。 

12月 1日：张文海任吉林省副省长。 

12 月 3 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公安部队改编为人民

武装警察的命令》。公安部队按预订计划交接。 

12月 12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在怀德县范家屯镇召开全省水利

建设会议。会议总结了全省水利建设基本经验；讨论了 1959 年水利

规划方案，参观了“冻土爆破”施工。会议确定，水利建设必须坚持

“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方针。 

12月 22日：中共吉林省委举行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学习中共八

届六中全会文件，总结“大跃进”的经验，着重讨论了人民公社问题。

会议认为，吉林省自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以公社为生产经营单位，

实行一级管理，一级核算。当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

“共产风”泛滥，公社无偿平调生产队的劳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

搞“大兵团”作战，普遍实行供给制，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全

部收归公社所有。这些“左”的做法，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破

坏了生产力。根据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精神，现阶

段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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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则需

要更长的时间。实现“两个过渡”，根本问题在于发展生产力。会议

通过了《关于整顿农村人民公社的决定》、《关于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

理工作的指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人民生活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关于人民公社发展生产的指示》等。这次会议对人民公社化中“左”

的错误纠正得并不彻底，许多错误的东西，仍然予以肯定和提倡，如

继续提倡办好公共食堂等。会后，省委组织 2000 多名干部分赴各地

帮助当地工作，在全省抽调 600名干部，充实人民公社领导骨干。 

12 月：根据中央的指示，吉林省自 9 月份以后，掀起全党全民

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共生产钢 2.3985万吨，铁 6.2107万吨。由于

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财力、物力和人力极大浪费，致使钢铁成

本高得惊人。全省所炼土铁每吨平均成本高达 1837 元（国家调拨价

为 150元），土钢每吨平均成本为 841元（国家调拨价为 250——370

元）。据 1959年统计，由于全民大炼钢铁造成全省亏损和建炉耗资合

计为 1.6935亿元。 

是月：为加强新建企业领导，中共吉林省委先后为通化钢铁公司、

重型机械厂、红石水电工程处、地质勘探队、吉林冶炼厂等 12 个重

点工业项目配备了干部。 

是月：吉林省广播事业局开始建立试验性质的电视实验台，在国

家广播事业局等 10多个单位支援下，装成 1千瓦电视发射机全套设

备，发射功率仅次于北京电视台。1959年 10月 1日建国十周年时，

吉林省第一座电视台——长春实验电视台建成，开始试播，成为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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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第一批电视台（共七座）之一。1960 年 5 月，长春实验电视

台改称长春电视台（吉林电视台前身），开始正式播放，每周播放 3

次。 

是年冬：全省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到次年 4 月，共办公共食堂

4.5413万处，就餐人数达 279万多人，并在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上提出，

要求当年在食堂就餐人数达到农村总人数的 90％以上。大办公共食

堂，严重地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和生活习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并造

成粮食严重浪费。 

是年：在“教育大革命”中，吉林省新建理工科高等院校 20所、

医科院校 4所，农科院校 4所，师范院校 6所，财贸、艺术、体育院

校各 1所，为吉林省建立比较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但因

发展速度过快，超越了当时财力、人力的可能，许多院校不具备高等

学校的条件，致使教学质量不高，有的甚至是有名无实。 

是年：吉林省开始创办农业中学，全年共办农业中学 1889 所，

创办职业中学 325所，在校学生达 11.7463万人。 

是年：筹建大型企业长春纺织厂，设计生产能力为 10 万枚纱绽

和 1056台织机，由于资金困难，1961年 10月停建。1960年，利用

长春纺织厂 1万枚纱绽，在四平市建立一座小型纺纱厂，从此结束了

吉林省纺织工业有织无纺的历史。1965 年，长春纺织厂续建。1967

年 1月试车生产。这是吉林省第一个完整的棉纺织配套的大型企业。 

是年：吉林铁路局出动 5000多名职工，在 1800多公里的铁路线

上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基本建设工程 88项，当年完成 79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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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土石方达 21.8万多立方米，增设和延长了 24个车站的站内线路，

增加了列车会让能力，行车速度由每小时 50公里提高到 70公里。 

是年：吉林省文艺界许多作家争相上山下乡，深入生活，创作出

一批新作品。但在全国各行各业“大跃进”形势下，文艺创作也搞“高

指标”、“放卫星”，出现了一些标语口号式、宣扬“浮夸风”、“共产

风”的作品，造成不良影响。 

是年 ：吉林省图书馆新馆舍落成，面积 8243 平方米，藏书 60

多万册。在省图书馆带动下，各市、县图书馆也有较大发展。 

是年：舒兰矿务局建成投产。 

是年末：吉林省工农业总产值为 43.26 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 12.38

亿元。粮食总产量为 528.8万吨。总人口 1280.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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