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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县  志（1991年～2005年）

表3-1　1991年～2005年乡城县人口与计划生育情况一览表

年份 总人口（人） 出生数（人） 出生率（‰） 自然增长率（‰） 计划生育率（%）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3534

24058

24222

24520

24797

24802

25124

25383

25295

25932

26133

26326

26664

27631

27785

475

524

500

520

502

466

481

491

511

434

489

309

439

434

367

21.03

21.87

20.60

21.30

20.35

18.79

19.30

19.44

20.22

16.94

18.82

16.19

16.56

15.99

13.25

12.31

12.99

11.60

13.80

12.30

11.57

12.00

11.48

12.90

8.43

11.05

6.86

8.03

8.80

6.57

98.32

98.28

99.00

98.65

98.60

99.36

99.58

99.39

98.63

98.3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第二节　生育政策宣传

1991年9月，乡城县计生委举办了一期计生专干培训班，对专干进行全面考核。1995年，下发了

《中共乡城县委关于在我县农牧区开展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乡委发〔1995〕23号文件）。1997年

7月，举办第一期育龄青年婚前培训班，15对新婚夫妇参训。1998年，根据乡委发〔1998〕59号文件

精神，拟定了《乡城县（1998年～2010年）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1999年，印发《甘孜藏族自治

州计划生育办法（修正案）》1 000余册，同时利用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开展宣传。2000年，开展

了“7·11”世界人口日等宣传活动；同年4月，州计生委药管所在乡城县召开南路5县药具工作人员

培训会，促进了基层避孕药具的发放工作。2001年，中共乡城县委、县政府转发了《关于加强人口与

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通知》以及《关于开展计划生育生殖保健服务工作意见通知》，同年

8月，计生指导站与县妇女联合会联合对城区育龄妇女进行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培训，有

26个单位350人参加培训。2002年，在全县12个乡镇广泛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

征收管理办法》。2004年3月，召开了全县计划生育工作暨村（居）民自治工程培训会。同年4月，县

计生委组织召开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人群清理清查工作培训会。

第三节　计生管理工作

1993年～1994年，县计生委与公安、工商部门联合对全县流动人口进行清查、登记、验收、补

证。经查实，流入县境的人口有567人，其中男444人、女123人，持有“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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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　人　口

表3-2　1991年～2005年乡城县晚婚、独生子女领证情况统计表

年份
育龄妇女

（人）

已婚育龄妇女

（人）

女性初婚

已有一孩育龄

妇女（人）

领取独生子女证

总人数

（人）

23岁后结婚

数（人）

晚婚率

（％）

累计人数

（人）

领证率

（％）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5971

6039

6321

6648

6782

6748

6869

6920

6604

6854

6953

7037

7056

7032

7189

4487

4377

4507

4614

4755

4893

4819

4915

5019

5148

5287

5409

5462

5479

5755

183

185

176

158

146

137

194

207

167

157

175

120

145

159

156

51

68

48

52

67

67

103

102

93

60

64

53

59

65

52

27.90

36.80

27.30

32.90

45.90

48.90

53.10

49.30

55.70

38.20

36.60

42.06

40.69

40.88

33.33

997

907

976

988

1011

1013

1025

1034

1038

1085

1175

1233

1238

1253

1364

78

93

105

108

120

126

136

149

153

168

201

346

230

225

419

7.82

10.25

10.76

10.93

11.99

12.44

13.27

14.41

14.74

15.48

17.11

6.40

4.21

4.11

7.28

人。1996年，召开了三次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会议，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对首批

195个计生“三结合”户解决45万元的启动资金。解决了计划生育指导站用房，首次开展B超诊断疑

难病的业务。1998年6月，州计生委为乡城县计生委配备了B超机、九孔无影灯、综合性手术床和病

床。同年10月，四川省计生委为乡城县计生指导站配备5万元医疗设备。2000年，国家计划委员会

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给乡城县计生委赠送一辆计划生育流动服务车（依维柯），省、州为乡

城县计生指导站配备两台B超机和15万元的设备。县财政为农村解决计划生育手术费12万元。2004

年，县计生委经过登记、复查、张榜或书面公示，对202人符合国家规定奖励扶助对象，按每人奖

扶600元的标准，共奖励扶助12.12万元。2005年，全县农村和城镇无业家庭独生子女领证人数为131

人，每人发放10元独生子女补助金。到2005年底，全县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共有

222人。

1996年，乡城县计生委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评为八五期间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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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县  志（1991年～2005年）

第一节　国民经济发展概要

1991年以来，通过实施扶贫攻坚，狠抓基础设施建设，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

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全县人民发扬“艰苦奋斗，团结拼搏，求真务实，富民兴

乡”的创业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八五”和“九五”计划

期，制定和实施了“1135”发展战略：即强化一个基础（大农业），突出一个重点（资源开发），

加速三个发展（林果业、畜牧业、矿产业），建立健全五大体系（农业基础设施保障体系、商品生

产基础建设体系、科技支撑体系、加工服务体系、市场流通体系）。“十五”时期进一步制定和实

施了“163”发展战略：即构建一个目标（大香格里拉经济强县的目标），做好六篇文章（经营城

市、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对外开放、民营经济、人才工程六篇文章），培育三大支柱产业（生

态农业、生态能源、生态旅游三大支柱产业）。通过15年的艰苦努力，全县呈现出社会和谐稳定，

经济加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喜人局面。200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13 479万元，与1991年比

较，增长396%；三大产业结构由1991年的42∶24∶34，2000年调整为39∶23∶38，2005年调整为

23∶23∶54，产业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1991年的167万元，增加到2005

年的350万元，增长110%；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1991年的296元，增加到2005年的1 285元，增长

334%。1991年，全县农业总产值1 735万元，工业总产值542万元，粮食总产量9 109吨，年末牲畜

存栏数101 099头（只、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 128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90万元。到2005

年，全县农业总产值6 781万元，工业总产值1 660万元，粮食总产量8 804吨，年末牲畜存栏

数119 103头（只、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 312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6 778万元。与1991

年相比，除粮食总产量因实施退耕还林工程，耕地面积有所减少而有所降低外，农业总产值增长

291%，工业总产值增长206%，年末牲畜存栏数增长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5%，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增长4 202%。为“十一五”规划期全县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章　经济综述

第四篇　经　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