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60 年) 

1960年 

 

1月 5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加强党的理论工作的决定》，

决定成立在省委领导下的理论工作小组。2月 2日，中共吉林省委提

出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安排意见。要求在全省青年中开展群众性的学

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至 1963年 11月，全省建立学习小组 2.6万多

个。 

1月 6日：中共吉林省委、省人委联合召开养猪为中心的发展畜

牧业生产广播大会。号召全省人民以养猪为中心，把养猪、牛、羊、

马、驴、骡、鸡、鹅、鸭、兔等项饲养业全面发展起来，开展群众性

的“十养”运动。要求各地象抓粮食一样大抓养猪，实现一人一头猪，

有的地方应向一人两头或更多的目标努力。 

1月 8日：吉林省第一座铝厂建成，正式投产，结束了本省不能

生产铝的历史。 

1月 20日：中共吉林省委在长春市召开全省技术革新现场会议，

推广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长春市二道河子区深入开展技术革新和

技术革命运动的经验。会议不切实际地要求全省工业、交通企业在当

年内基本上改变手工操作和笨重体力劳动，要求一般企业的机械化和

半机械化程度到年底达到 90%以上，提高劳动生产率 35—40%。 

1 月 23 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常委会举行

联席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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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继续“大跃进”的精神，省长栗又文作了题为《高举总路线的红

旗，为实现 1960 年新的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会议要求各行各业

要“开门红”、“月月红”、“红到底”。 

2 月 7 日：是日至 15 日，全国滑雪运动会通化市江南滑雪场举

行。在 24个比赛项目中，吉林市队获 11个单项冠军，通化市队获 4

个单项冠军。 

是日：朝鲜咸镜北道、两江道、慈江道经济文化代表团一行 5人，

在团长林勇虎率领下抵长春市，对吉林省进行友好访问。12 日，双

方签订了地方性联系议定书。根据协议，双方省和道之间、县（市）

和郡（市）之间，可互派农业、畜牧业、林业、地方工业、文化教育

等专业和综合的学习考察团和友好访问团，互相交流经验。 

2月上旬：因吉林省是全国推行农业机械化重点省之一，中共吉

林省召开全省农业机械化会议，要求在短时期内基本实现全省农业机

械化。 

2 月 20 日：吉林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以提高农牧

为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为中心，系统地研究解决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

化、化学化、电气化和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并

积极开展理论和尖端技术的研究，高速度发展农业科学，促进农业生

产“大跃进”。 

2月 23日：中共吉林省委批准省计委党组《关于 1960年国民经

济计划的报告》。在继续“大跃进”的形势下 1960年吉林省工农业总

产值定为 78.3亿元，连同省增产任务为 80.8亿元，比上年增长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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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工业总产值为 59亿元，农业总产值为 21.8亿元（均包括省增产

任务在内）。 

是日：中共吉林省委决定：凡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均应积极增设

基础学专业和尖端科学专业，加速培养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和师

资队伍。 

2 月 24 一 3 月 1 日：全省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生

产者代表大会在长春召开。 

3月 7日：吉林省召开工业、财贸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

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 2813 人，省长栗又文作了题为《全体职工

总动员，高举总路线的红旗，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

峰，为实现 1960 年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的报告。大会对 213

个先进基层、862个先进车间和 1753名先进生产者发了奖。 

3 月 17 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做好关内山东等省流

来的农民的收容和安置工作的指示》。要求凡是盲目流入人口的城镇

的工矿区，均应设置收容安置机构，对盲目流入的农民，尽量收容，

妥善安置；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应暂时安置到修水库、铁路和其他较

大的基本建设工程上劳动，应尽量按民工使用，不算国家职工；安置

盲流的企业和人民公社均应对盲流作好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工作

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使其安心生产，不再流动；对本省各县盲流农

民应暂时收容起来，边劳动、边教育、边通知流出县派人领回。 

3 月 18 日：中共吉林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出席

会议的代表 475人。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传达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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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和李富春所作的关于 1960 年发展国民经济计

划的报告；省委书记赵林代表前届省委作了工作报告。会议总结了“大

跃进”以来的经验，提出全省在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新任务，即更

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

方针；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加速推行农业的技术改造，

力争在 5 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和机械化和农田水利

化；进一步发展工业，加速重点工业的建设，加强薄弱环节，补齐“短

腿”，力争在三五年内，把全省建设成为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以大

型工业的骨干、大中小相结合、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基地，带动全省

国民经济更好更全面地持续跃进。26 日，在省委二届一次会议上，

选举吴德为省委第一书记，李梦龄、赵林、李砥平、富振声、栗又文、

关山复、阮泊生、于毅夫为省委书记处书记。 

3 月 26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农村六级干部和

财贸系统六级干部共 2748人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了公社所有制过渡、

发展社有经济、收益分配、经济核算、公共食堂、三反（反贪污、反

浪费、反官僚主义），春耕生产 7 个问题。为搞好春耕生产，会后，

全省组织 10万名干部，开展六级干部“田间大会战”。 

4月 3日：全国木材生产机械化现场会议在吉林省临江森林工业

局召开，总结、推广该局在采伐、集材、装车、运材、卸车、选材、

造材等主要工序实现机械化、连续化生产的经验。该局实现机械化生

产后，每人每年平均生产木材 234立方米，比 1956年增长 1倍多，

生产成本降低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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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中共吉林省委下发《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

题的规定（草稿）》。对人民公社由基本管理区所有制向基本公社所有

制过渡、发展社有经济、收益分配、公共食堂、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

改善农村居住条件、改进工作作风等问题作了暂行规定。 

是日：召开吉林省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出席会

议的有全省各民族、各阶层的妇女红旗集体代表和红旗手共 812名。

会议对全省 260个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和“三八”红旗手发了

奖。 

4 月 18 日：为保持长白山自然面貌，逐步开展综合性的科学研

究；探索森林生物发生、发展及自然演变规律、保护繁殖野生动物、

名贵药材，提供人工饲养和人工培育的理论依据，吉林省人民委员会

决定建立“吉林省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包括安图、抚松、

长白三县部分地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国家自然保护区。 

4月 19日：中央卫生检查团和东北三省卫生检查团开始在长春、

吉林、通化、白城、延边、四平 6个市和地（州）的 34个市、县进

行卫生检查，检查了 1400 多个厂矿企业、农村人民公社、机关、学

校、部队、街道、集体福利事业和服务行业等单位的卫生工作。检查

团认为，吉林省的春季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的发展

不平衡。 

4 月 23 日：在延吉县细鳞河人民公社举行延边共产主义劳动大

学开学典礼。该校为半工半读学校，由各县、市选拔初中毕业生 247

名入学，其中 75%的学生参加过 1至 5年的劳动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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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30日：自 1958年 10月至本年是月末，长春、吉林、四平、

通化、辽源、白城、浑江、延吉 8个城市共建 48个城市人民公社，

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加入了公社。 

5月 5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工业书记

会议精神。会议确定，全省要大搞综合利用、多种经营；大办“小洋

群”、“小土群”，加速建设速度；贯彻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的原则，

实现一厂多能、一物多用、一人多艺；做到无废气、废渣、废料、废

物。实现“五化”、“一新”、“双翻”、“三提高”。 

5 月 10 日：吉林省文教战线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召

开。出席会议代表 1115 名，省委书记处书记富振声作了题为《掀起

文化革命的新高潮，完成文化革命的新任务》报告。会议要求有步骤

地进行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彻底改革教学，加快扫盲进度，大搞业

余教育，发展文化艺术、卫生和体育事业，建立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 

5 月 11 日：由中央调拔给吉林省农业用“安二型”飞机在洮安

县与当地群众配合撒药虫灭成功。“安二型”共飞行 20 多次，撒药

3000多公顷，据 39个点的调查，杀死金龟子、步行虫、蝽蝝等五六

种害虫，死亡率达 93%。 

5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

部长陆定一来吉林省检查工作。陆定一视察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席了省文教战线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

会，并讲了话。 

5 月 18 日：中共吉林省委交通工作部召开市、地、州委交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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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部长会议。会议要求全省交通、邮电职工开展产、供、运、销一条

龙运输大协作，迅速提高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程度，加速地方铁路的修

建，大力推广先进经验，广泛采用新技术，大搞多种经营和综合利用，

超额完成全年运输任务。 

5 月 23 日：吉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省长

栗又文作了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号召全省人民高举毛泽

东思想的旗帜，更好地贯彻总路线和一整套“同时并举”的方针，坚

持“大跃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人民公社，更广泛更深入地开

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认为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

事业的方针，为超额完成 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实现持续“大跃进”

而奋斗。 

6月 3日：吉林省妇女联合会、吉林省总工会、共青团吉林省委

员会、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卫生厅联合召开奖励儿童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工作者广播大会。大会表章奖励了全省 1000 多个先进集体和

先进工作者。 

6月 8日：通化县快大茂公社泰安水库上游突降暴雨，历时 6小

时，水库水位猛涨。晚 10时，库水漫过子坝溢流。次日 3时许，大

坝决口，水库下游的力明村被大水淹没，69 人遇难，淹没土地 3000

亩。 

6 月 11 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市、县创办全日制速

成高等专科学校的通知。通知说，根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地

区办学的有利条件，必须继续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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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举办高等学校外，还要发挥市、县等地 方办学的积极性，加速

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6 月 18 日：中共吉林省委工业部召开全省小城镇工作会议，讨

论小城镇工业发展问题。长春市、吉林市、磐石县黑石公社、怀德县

范家屯公社、吉化公司和蛟河煤矿分别介绍了城市办工业、小城镇办

工业以及大厂帮助社办工业的经验。会后，与会者分路赴吉林、四平、

通化等地参观学习。 

6月 28日：召开 1960年汛期丰满水库调度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吉、黑两省水利厅长、气象局长、辽吉电业管理局和丰满发电厂负责

人。会议取得“当遇百年以上至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时，最高水位不

得超过 265.6米为宜”等 4条一致意见。 

7月 4日：由共青团中央组织的全国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

著作观摩团（第一路）一行 30 人，在团长、共青团中央常委黄天祥

率领下来吉林省讲演报告。观摩团先后在长春、吉林、四平等地向青

年介绍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约有 10万青年听了报告。 

7月 6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安排的通知》。

要求农村“三反”运动在 7月末 8月初开始，分期分批进行，运动的

重点放在落后地区；城市“三反”先在财贸系统中分批铺开，工业系

统的“三反”主要是搞试点，暂不普遍进行；省、市、地、州领导机

关用 1个月的时间集中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县级机关“三反”于挂

锄期间进行。 

7 月 11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紧急常委会议，研究以消灭“三

 8



害”（病、虫、水害）为中心，搞好“三种”（种秋菜、种晚田、种饲

料作物）工作。吉林省入春以来，阴雨连绵，气温低，日照少，杂草

丛生，病、虫、水害相继发生，给夏锄生产和农作物生长带来严重影

响。遭灾总面积 2800多万亩，需要毁种或复种的约 700多万亩。省

委要求全党全民紧急行动起来，消灭“三害”，抓好“三种”，开展夏

助增产运动，农村中 80%以上的劳动力要投入生产第一线。省委还动

员全省各行各业 80多万人到农村支援夏锄生产。 

7月 29日：美国作家斯诺来长春参观访问。31日去沈阳。 

7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来吉林省视察。 

7月：在榆树县五棵树十八盘采捕松花江上游性成熟的鲢鱼，经

人工催产孵化，获得鱼苗 3万尾，首次取得成功，开创了吉林省家鱼

人工繁殖鱼苗的历史。 

8月 5日：吉林省中朝友好协会成立。 

8月 10日：《吉林日报》报道：近日全省各地连降大雨，通化专

区雨量尤大，8月 3日、4日，降雨量高达 269毫米，江河水位猛涨，

普遍出槽。浑江市出现了有水文记载 19 年来从未有过的大洪水，境

内所有河流均超过警戒水位。红石砬子一带松花江水位到达 273.72

米，为 1911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 

8月上旬：中央军委常委叶剑英来吉林省视察。叶剑英先后在长

春、延边视察了长春第一汽车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单位。 

8月 22日：是日与次日，受 14号台风影响，延边自治州普降大

雨，江河泛滥，受灾人口为 10.5万人，受灾农田 42万亩。嘎呀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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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最大降雨量为 242毫米。江清县许多电杆被冲倒，造成大面积停电，

损失电量 217.8万度。 

8 月 23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通知，要求工交战线以煤保铁，

以铁保钢，以运保产，增产原材料，节约原材料，大战 4个月，完成

和超额完成全年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品生产计划和运输计划。 

8月 28日：1960年全国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长春市体育馆开

幕。 

8 月 31 日：中共吉林省委、省人委发布紧急指示：因全省水灾

严重，己有 2800 多万多亩受灾面积，占耕地总数 1/3，其中绝收地

300万亩，减产五成的有 250万亩。要求各地必须把抗灾斗争作为当

前的重要任务，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开展生产

自救，作好灾民的抢救和安置工作。 

8 月：吉林铁路局管内，因受本月 3 日和 23 日台风影响，连日

降雨，管内浑江、大罗圈、拉林、溪浪、呼兰等江河水位上涨，共发

生水害 426处。23日 10时 25分，牡图线受害处达 128处，冲毁线

路 13公里 610米，冲毁路基 52处，冲决 60处，中断行车 677小时。

7000多军民昼夜抢修，于 9月 20日 18时 50分恢复通车。 

9月 10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加强农业劳动力的 15项规定。

要求在二三年内，一般不再从农村抽调劳动力，而且还要从城乡、从

各行各业中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特别要充实

粮食生产战线。 

9 月 16 日：吉林省文艺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国文艺工作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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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要求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明确文艺为工农兵、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

方针，深入工农兵群众，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在以粮、钢为中心的

增产节约运动中发挥文艺工作的战斗作用。 

9 月 21 日：中共吉林省委决定，适当压缩本年基本建设战线，

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要把保证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项目放在首位，

在工业建设项目中，要首先安排钢铁生产建设项目，保证国防和科学

尖端工程项目。地方基建投资（7.3亿元）减少 6254万元，续建项目

采取缩小规模减少投资 6886万元。 

9 月 22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财贸工作会议。由于本年全省灾

情严重，粮食减产，下年粮食供应比较紧张。会议经反复研究，全省

估产粮食 600万吨。为留有余地，扣除 7%，按 580万吨分配，去掉

各种必备留量，农村口粮标准平均每人 360斤原粮，城镇平均定量控

制在每人每月 28 斤左右。会议根据省委《关于一手抓生产，一手抓

生活》等指示，要求大抓“瓜菜代”办好食堂，节约用粮，计划用粮。 

9 月 24 日：中共吉林省委统战部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向省委递

交了关于在知识界召开“神仙会”的请示报告。省委批示后，各地本

着“三自”和“三不”原则，召开了“神仙会”。10月至次年 2月，

吉林省，长春市相继召开了民主党派、知识界的“神仙会”。实践证

明，这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好形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0月 3日：《吉林日报》报道，据初步统计，全省广大干部和群

众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人数达 400多万人，第四卷发行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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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册。 

10 月 5 日：中共吉林省委、省人委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农

村在收割后期，开展群众性的拉地拣粮运动，贯彻“收多、收好、收

快、收净”的要求，把秋收增产节约粮食运动推向高潮。决定从全省

各地机关、工厂、企业、部队等单位抽调 129万人，抽掉大中小学校

师生 200多万人，奔赴农村，支援秋收。 

10月 18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

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指示》，对纠正“一平二调”、

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公共食堂等问题作了新

规定。 

10 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来

吉林省检查工作。薄一波视察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10月 21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赵林为中共吉林省委第二书记。 

10月 24日：朝鲜驻长春总领事郑凤珪举行招待会，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10周年。 

10月 25日：吉林省和长春市各界人民 1800多人举行盛大集会，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10 周年。朝鲜驻长春总领事

郑凤珪和在长春的朝鲜友人应邀出席了纪念会。 

是日至 31 日：在中央吉林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专门讨论

了粮食问题。根据中央有关指示，会议确定了粮食工作的 5条具体方

针和 5个方面的兼顾。5条方针是：“低标准”、“瓜菜代”、办好食堂、

管好粮食、劳逸结合。5方面的兼顾是：国家购销和农村生活安排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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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市和农村兼顾、丰收区和歉收区兼顾、今年和明年兼顾、国内

供应和必需的出口兼顾。会议对本年全省粮食估产降为 550万吨，农

村口粮标准降为平均每人 320斤。会议确定全省精简职工 21万人到

27万人，其中 16万到 20万人要回到农村。 

10月 26一 11月 13日：省委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

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检查“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干部作

风方面的问题。 

10月 28日：榆树、农安、九台、德惠、长春市郊区、海龙、怀

德、双阳等县（市）的 1.1万多名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 

10 月：吉林省夹皮沟金矿因片面追求产量，重采轻掘，不重视

勘探，被迫停产闭矿。次年 6月，虽恢复生产，但仅能靠回收矿柱矿

量和边部残有矿量维持水平生产。1962年 10月该矿开始建设二道沟

坑口。1963 年末，获得地质储量 36 万吨，金属量 4400 公斤，暂时

缓解了金矿资源危机的局面。同一时期，二道甸子金矿亦因重采轻

掘 ，放松探矿，生产日趋萎缩，致使全省黄金产量日益下降，到 1962

年，己从 1954年 7万至 8万两降到 2至 4万两。 

是月：长春大屯机场因距市区较远，机场面积小，不利于民航事

业的发展，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民航管理处和长春民航站，迁入长

春大房身机场，飞行条件将有较大改善。 

11月 10日：召开吉林省救灾工作会议。全省减产三成以上的成

灾面积 76 万垧，减产九成以上的失收面积 335.2 万垧，成灾地区人

口 137万，因水灾死亡 457人，倒塌房屋 6万余间。会议要求认真贯

 13



彻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方针，切实安排好灾区人民的生活。 

11月 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罗瑞卿

和杨勇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朝鲜回国后来吉林省视察，在长春

市视察了第一汽车制造厂。 

11月 19日：中共中央批准于克、郑季翘、张士英为中共吉林省

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11 月 20 日：中共吉林省委队省直机关抽调 2500 多名干部，组

成 6个工作团，分赴省内各地，协助基层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完成

农村当前各项工作，做好生活安排。 

11月 21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农村“三反”运动中几个

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要求对犯错干部的处理，应坚持“教育为主，

惩办为辅”的原则，根据错误的轻重和态度的好坏区别对待。处分的

控制面大体占参加运动干部总数的 3%以下。组织处理一定要认真细

致，材料必须经过查对核实，错误性质必须定准。 

11月：新立城水库工程竣工。总投资为 2861万元，水库的集水

面积为 1945平方公里，总库容 3.98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 1.1亿

立方米，兴利库容 2.75亿立方米。 

12 月 6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全省工作会议，传达全国工业书

记会议精神，检查当前工作，部署今后任务。会议要求深入宣传、贯

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抓紧煤炭、钢铁生产、切实

安排好农业机械、轻工业、小商品的生产，加强企业管理，关心职工

生活，搞好企业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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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2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整风整社座谈会。会议要求加强

党的领导，树立政策观念，依靠群众，揭发问题，纠正“五风”（共

产风、命令风、瞎指挥生产风、浮夸风、特殊风），边整边改，彻底

退赔兑现，从搞好生产和安排生活入手，搞好整风整社工作。 

12月 20日：中央直属机关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选调 302名干

部，派到吉林省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是日到达吉林省。26 日，分

赴怀德、永吉、农安、扶余、梨树、伊通等县参加农村工作。 

12月 29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精简职工，调整安排劳动

力和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业生产战线的意见》。由于在实行人民公社

化过程中，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导致许多农民不安心农业

生产，加上城市工矿企业从农村盲目招工，致使农村人口大量外流。

当年全省农村劳动力只有 340万，比 1958年减少 57万，其中参加农

业生产第一线劳动的只有 215 万人。省委要求在全省职工中精简 15

万到 18万人，调整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劳动力 28.2万到 31.8万人，从

城市压缩回农村 31万到 34万人。精简工作到 1963年末结束。 

12 月：吉林省先后同上海、北京、江苏、河北、湖北、四川、

云南、湖南、辽宁（沈阳、旅大）、黑龙江以及武钢、北钢、武汉重

型机床厂等 20 多个省、市和企业建立了协作关系。据统计，当年外

省、市为吉林省带料加工各种设备及配件共 4.507万台、优质钢材 450

吨、钢轨 100吨、电焊条 60吨、水泥 2000吨。 

是月：吉林省人民委员会成立农村电气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

责编制全省农村电气化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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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吉林省对外贸易增加到 2.5744 亿元，出口的主要品种有

大豆、玉米、人参、鹿茸、杂豆、猪鬃、马尾、纸张、胶合板、电石

等，其中轻工业产品占 25.9%，重工业产品占 3.7%。 

是年：吉林市在许多单位支持下，建立了吉林省第一座市级电视

台——吉林市电视台。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时停办。1966年 5月，

经过扩建，恢复播放，发射功率 1千瓦，覆盖人口 80万。 

是年末：吉林省工农业总产值为 70．2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 11．5

亿元。粮食总产值 394．7万吨。总人口 1397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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