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6年) 

1956年 

 

1 月 10 日：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作

出《反击右倾，反对保守主义，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

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认真检查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克服思想落后

实际、领导落后群众的倾向，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保证提前完成第

一个五年计划。 

是日：吉林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首届代表大会在长春召开。出席

大会的代表 253人，省手工业生产联社筹备委员会主任作了《关于吉

林省几年来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

会议通过了《吉林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社章》，选出了联合社

委员会组成人员。 

  是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工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运输政治工

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市、地委的副书记、工业部长，54 个工交部

门的党委书记等，共 86人。会议传达了毛主席提出的“十七条规划”

和刘少厅关于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的指示。会议结合本省工交部门

的具体情况，批判了右倾保守主义，保证“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1 月 12 日：中共吉林省委决定成立工商业改造领导小组，关山

复任组长，徐元泉、宋任远任副组长。在省人民委员会内设立私营工

商业改造工作办公室，以代替原国家资本主义办公室。 

  1 月 14 日：吉林省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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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副省长徐元泉作了《关于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改造的初步规划》的

报告，号召全省私营工商业者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 

  是日：吉林省第一届农村青年扫盲积极分子大会在长春召开。大

会对扫盲先进集体和扫盲积极分子予以表彰。 

  1 月 19 日：吉林省私营企业职工积极分子大会召开。会议要求

私营企业职工加强对党的政策的学习，加强向资本家宣传党的和平改

造政策，做到合营、生产两不误，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迅速推向新的高潮。 

  1 月中旬：长白县至是月中旬，共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80 多

个，在全省首先实现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 

  1月 22日：长春市举行 30多万人参加的大联欢，庆祝“全市进

入社会主义”。在北京市私营工商业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推动下，

长春市 58 个私营工业行业的 778 户、40 个私营商业行业的 2619 户

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小商小贩和运输业等 30个行业的 9278户

实行了合作化（其中汽车运输业实行了公私合营）；全市手工业万余

人全部实行了合作化；效区农民 87.9%参加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接着吉林、四平、通化、延吉、辽源等市和所有的县，也相继实现了

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1月：全省掀起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过渡高潮。仅用两三个月时间，全省便完成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

实现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历史的胜利。但是，由于受全国总的

形势所左右，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出现了条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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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便匆忙向高级社过渡的现象。 

2月 2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加会

议的有中共市、地委宣传部长、厂矿和大专院校党委书记、省直属机

关和长春市有关部门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

指示，与会者一致拥护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表示今后要

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努力提搞知识分子的觉

悟和科学技术水平，扩大知识分子队伍，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 

  是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与会者学习和讨论了中

共中央关于《1956年到 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研究了

全省 1956年到 1967年农业生产规划草案。会议指出，全省已基本完

成了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入社农户占全省总农户的 93.6%，其中参

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 88.24%。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将合作化的

高潮迅速引向生产高潮，从生产入手，整顿、巩固和提高农业生产合

作社，争取本年全省生产粮食 660万吨。 

    2 月 15 日：吉林省第一次林业建设经验交流会在长春召开。

参加大会的有全省各地农业和农业牧生产合作社主任、林业委员和先

进模范代表共 1000多人。省林业厅厅长段沛然作了关于吉林省 12年

林业建设规划的报告，会议讨论了本省今后林业建设任务和具体措

施。 

2月 20日：从本日起，吉林省邮电管理局正式开通“会议电话”。

在长春市可与吉林、四平、通化、延边自治州、白城等 24 个市县开

电话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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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长春农业机械化学校建立，设有农业机械化、农业企业会

计、农业统计 3个专业，有教职员 200余人，本年举办 8个技术班，

在校生共 2400人。 

3月 3日：经国务院同意，将吉林省长岭县保康镇划归内蒙古自

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 

3月 6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公证工作应从

过去重点试办转向积极开展，并决定在长春市、吉林市设立公证处；

在四平、辽源、通化、延吉、白城等市、县法院内设公证室；其他各

县均在法院内设专职公证员。所有公证行为，一律按吉林省征收公证

费的暂行规定实行。 

3 月 15 日：吉林省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长春市召开。出

席会议的先进生产者代表 1100 人，列席 568 人。省委第三书记赵林

作了题为《进一步发动全省职工深入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把全省社

会主义劳动竞赛引向新高潮，为保证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而奋斗》的报告。会议给模范集体和个人发了奖。 

3月 17日：吉林省立第一医院在长春正式开院。 

3 月 23 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决定，从今年起，每年春季 4 月

10日至 17日，秋季 10月 20日至 27日为绿化运动周。 

是日：吉林省农业水利先进生产者、工作者代表会议在长春市召

开。出席会议的先进生产者、工作者 1005人，列席 200人。省长栗

又文作了题为《大力推广先进经验，开展社会主义增产竞赛，为争取

超额完成 660 万吨粮食任务而奋斗》的报告。韩恩等 11 位农业劳动

 4



模范提出开展春耕阶段增产竞赛的倡议。省人委对 109个先进单位和

44名先进个人进行了奖励。 

3月：全省已经组织起来的手工业从业人员达 5.3502万人，占手

工业者总数的 94.25%，其中参加生产合作社的 4.9259万人，占组织

起来的人数的 92.07%，标志着全省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

完成。但是，由于发展迅猛、缺乏实际经验和调查研究，也出现了一

些缺点和偏差。 

4月 1日：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吉林省从是日起，对国家机关、

事业、企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取消工资分制和物价津贴，

实行按货币支付工资的制度。改进职员的职务工资制和产业之间、地

区之间、各类人员之间的工资关系；分别制定吉林省地方国营企业

37种产业工人、勤杂人员和地方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标准。 

4 月 13－18 日：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长春市

召开，通过了关于吉林省当前情况与工作任务的报告的决议 

4 月 17 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来长春访问。中共吉

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等与艾地会见，

并陪同参观。 

4 月 20 日：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长春市召

开。出席代表 325 名。省长栗又文作了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 1955

年工作情况和 1956 年工作任务的报告，副省长徐元泉作了《为完成

和争取超额完成吉林省 1956 年农业生产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会议

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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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吉林省新站工务段主任桥梁工王维海因创造了“隧

道养护排水采暖防冻法”，在荣获铁道部先进生产者称号之后，又于

是日参加了全国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并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称号。 

是日：吉林铁路局中心医院外科主任、主治医师董禄，因突破断

臂再植、回肠移植等手术，抢救危急病患，事迹突出，在全国先进集

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上荣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1958 年 9 月 8

日，董禄荣获卫生部颁发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先锋奖章一枚。 

4 月：长春市第一建筑公司 2500 多人调往乌鲁木齐市，支援新

疆建设，组建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第一建筑公司。 

是月：吉林省司法厅派律师参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揭露日本战

犯侵华期间在吉林省犯下的滔天罪行，伸张了民族正义。 

是月：受国民党特务机关“内调局”派遣的特务分子唐桂香，经

香港到大陆，潜入长春。迫于形势和压力，唐桂香于 6月到长春市头

道沟派出所投案自首，走上了悔过自新的道路。 

5月 16日：全省春季造林基本结束，共造林 4.0031万公顷完成

全年造林计划的 59.5%，还在河流、道路、住宅等旁边植树 650万棵。 

5 月 20 日：应全国总工会邀请来中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

节观礼的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德国、英国、

意大利、瑞士、墨西哥、智利、巴西、阿根廷、西非、突尼斯、叙利

亚、伊拉克、伊朗等国工会代表团一行 71 人，在全国总工会书记处

书记张维桢和国际联络部长马纯古陪同下抵长春市参观。代表团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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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和东北地质学院等。 

5 月 28 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宣传部长项南等来

吉林省视察。胡耀邦等先后在长春市、吉林市和延边等地视察了长春

电影制片厂、第一汽车制造厂、东北人民大学、吉林第三造纸厂、丰

满发电厂、延边大学、汪清县百草沟微型发电站等，并在各地听取了

当地青年团负责人的汇报，与许多单位和部门的团干部举行了座谈

会。6月 6日，胡耀邦一行离开延边前往佳木斯。 

5 月 30 日：长春国营第八橡胶石应用国产橡胶试验成功，经轻

工部橡胶工业管理局批准，部分投入生产。这是我国第一次使用自己

生产的橡胶，橡胶的物理性能、耐磨耗、扯断力均达到了进口橡胶的

标准。该厂所制胶鞋大底等，使用国产橡胶达 40%，每年可节省资金

7.5万元。 

是日：中共吉林省委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

为传达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省委发了《关于讨论周

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通知》。随后各地在党内外干部中

作了传达和讨论，普遍召开了各界知识分子座谈会，宣传了党对知识

分子的政策，征求他们对领导、对工作的意见，加强了与知识分子的

联系。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对知识分子政治思想、业务水平、科学研

究等培养提高的全面规划。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

使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有显著提高。 

5月：据统计，从去年末至是月止，全省共修小型水库和塘坝 2759

个，建立抽水机站 307个，开渠、修河堤坝 3068条，挖泉 318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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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井 4649万眼，推动了农田水利建设，显示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 

6 月 15 日：吉林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正式

成立吉林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吉林分

会）。会议通过了吉林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会章和学组条例，选举产

生了吉林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委员会委员 103 人，推选吴学周为主

席，唐川、王大珩、夏光韦、吴敬业、陈光明、李元实为副主席。 

6 月 18 日：尼泊尔驻华大使拉纳中将、一等秘书特瑞和武官巴

斯尼亚特上校等一行 5人抵长春。省长栗又文设宴招待了拉纳大使一

行。 

6月 25日：芬兰议会代表团一行 13人，在团长维埃诺·约翰奈

斯·苏克舍拉宁（芬兰议会议长）率领下，抵长春访问。 

6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春召开。出

席大会代表 690人，候补代表 60人，列席 164人。中共吉林省委第

一书记吴德作了中共吉林省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认为，吉林省的社

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全省实现了社会主

义农业合作化，基本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和手工

业、小商小贩的合作化。今后全省党组织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力

量和积极因素，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多快好省

地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会议选出了中共吉林省委员会，

在第一次全委会上，选举吴德为第一书记，李梦龄、赵林、李砥平、

富振声、栗又文、关山复为书记处书记。 

6月：吉林省教育厅针对全省幼儿园短缺情况下发文件，要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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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克服单纯正规划办园思想，应举办各种规格、类型的幼儿园（班）。

旋于城市推行《吉林省街道民办幼儿园暂行办法》，在农村转发了《关

于汪清县民办幼儿园的调查》。至 1957年，全省幼儿园发展到 517所，

在园幼儿达 3.2895万人。 

7月 1日：吉林省正式开始发布天气预报、警报、情报。 

7月3日：国务院批准设立怀德专员公署，辖怀德、榆树等10个

县。10月6日改为公主岭专员公署。 

7月 7日：罗马尼来“云雀”民间音乐舞蹈团在长春进行首场演

出。演出休息时，吉林省、长春市党政领导会见了该团团长和演员。 

7月 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装出第一批“解放”牌汽车，

并于 10月 15日正式移交生产。 

7月 24日：经国务院批准，吉林省增设怀德专员公署，辖怀德、

榆树、农安、扶余、德惠、九台、梨树、伊通、双阳、东辽 10个县，

专署设在怀德县公主岭镇。原省直辖的长岭、双辽县和前郭县，划归

白城专员公署；东丰县划归通化专员公署；永吉、舒兰、磐石、蛟河、

敦化、桦甸 6 县仍由省直接领导。11 月 1 日，怀德专员公署改为公

主岭专员公署。 

7月 25日：尼泊尔文化代表团一行 21人，在教育、卫生、地方

自治大臣巴·钱·夏尔玛率领下抵长春访问。 

7月：从本年 4月至是月，吉林省调往河北、辽宁、山东、河南、

湖北、浙江、江苏等省马、牛、驴等 8800多匹（头），既支援了外省

的农业生产，又调整了本省耕畜价格，扭转了滥宰耕畜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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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自本月始，全省各地相继降大雨和暴雨，河流水位普遍上

涨。第二松花江、嫩江、伊通河、饮马河、东辽河水位都超过了解放

后历年最高水位，造成部份地区严重水灾。受灾耕地达 87 万公顷，

冲毁房屋 1.9万多间，伤亡近 200人，淹死牲畜近 200匹，冲毁水库、

拦河坝、桥梁近千处。灾情发生后，全省各级党政机关积极领导广大

群众抗灾救灾，同洪水搏斗。 

8月 9日：东北师范大学抽调 58名教师，支援黑龙江、内蒙古、

安徽、湖南、贵州、河北、山西、四川、浙江等省区的高等师范院校

工作。 

8 月 16 日：美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波达希抵长春访问。中共吉

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等到车站迎接。 

8月 24日：水利部长傅作义等结束对黑龙江省防汛工作视察后，

经哈尔滨抵吉林省视察。副省长徐元泉陪同检查了吉林省的防汛工

作。 

8 月 28 日：吉林省工会联合会、省科普协会联合召开全省职工

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普及和学习科学

技术的优秀分子共 200人。大会表彰了热心普及和刻苦学习科学技术

的积极分子。 

8月：吉林省怀德县第一农场因粮食增产，全年盈余 3万元，农

安种马场桦原配种站因创造了全省马匹受胎率最高纪录，被农业部列

入 1955年度农业增产模范第一批奖励名单。 

8 月下旬：由农业部组织的长江以北 13 个省、市、区水稻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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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一行 159人，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参观。参观团在延边访问

了 4个农业合作社，对水稻栽培、挖掘水源和开发稻田等问题做了全

面考察。对延边地区的“陆床”、“冷床”和“水床”育苗方法予以充

分肯定，认为这些方法在北方能够培养壮苗，提早插秧，保证增产。

考察活动进行到 9月初结束。 

9月 1日：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成立。 

9 月 18 日：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在团长库斯南率领下来长春

访问。副省长徐寿轩设宴招待，并召开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参

加的座谈会。 

9月 23日：九三学社长春分社召开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推选

吴学周为主任委员，陈光明、赵际昌为副主任委员。 

9 月 24 日：以苏共沿海边区党委书记奥西波夫为团长的苏联沿

海边区代表团一行 18 人抵长春市。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砥平

等到车站迎接并陪同参观游览。 

9月 27日：以众议院议长米尔·胡斯曼为团长的比利时国会代表

团一行 16 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端升陪同

来长春参观访问。副省长徐寿轩设宴招待代表团。 

是日：以贝尔格莱德军区司令纳吉·科什达上将为团长的南斯拉

夫军事代表团一行 13 人抵长春访问。吉林省军区司令员贺健等会见

了代表团。 

9 月 30 日：吉林市松花江二道码头渡口一条渡船沉没，船上的

朝鲜人遗子女学院 19名学生不幸溺水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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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4 日：尼泊尔王国首相坦卡·普拉沙德·阿查里雅和夫人等

一行 10人抵长春访问、省长栗又文设宴招待。 

10月 5日：以人民院议长阿南塔萨亚纳姆·阿延加尔为团长的印

尼国会代表团一行 26 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屈武陪同抵长

春访问。省长梁又文、长春市副市长张德馨等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 

10 月 7 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陪同，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一行 45 人抵长春参观。吉林省和长春市人民

委员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驻军主要领导、群众 5000 余人

前往机场欢迎。省长栗又文设宴招待。苏加诺一行在长春参观了第一

汽车制造厂、长春电影制片厂。8日，离长春去大连。 

10月 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移交生产，举行开工生产

典礼。在典礼大会上，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建设委员会副

支任孔祥帧宣布正式移交生产。该厂投资总额为 6．5 亿元，生产能

力为年产载重汽车 3万辆。 

10 月 24 日：巴基斯坦总理侯赛因·沙希德·苏拉瓦底一行 33 人

抵长春访问。长春市长周光陪同外宾参观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长

春电影制片厂等。 

11 月 1 日：中共吉林省委在《关于深入学习“八大”文件和认

真贯彻“八大”决议精神的通知》中要求从 11月起到明年 2月末止，

在职干部的业余理论学习暂时停止，集中精力深入学习“八大”文件，

以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改进各项工作，迎接明年社会主义建设任务。 

11 月 7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出席会议的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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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 1100 多人。会议传达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

并根据“八大”决议的精神检查了省委的工作。大会还分别就工业、

农业和粮食工作举行了专门会议。 

11月：至本月，全省共绿化土地 7．0 624万公顷，零星植树 719

万株，很多地方种植了“社会主义建设纪念林”、“三八妇女林”、“青

年团林”、“红领巾林”、“老年林”和长达百里的林荫大道等。造林质

量虽有提高，但许多地方成活率只有 60—70％。 

是月：中共吉林市委主办的《吉林市日报》（后改为《江城日报》）

出版。随后榆树、德惠、农安、白城、扶余、长岭、前郭、开通、怀

德（公主岭）、双辽、梨树、西安（辽源市）、东辽、长白等 l4 家报

纸相继创刊。至是年末，全省已有 36家报纸。 

12 月 1 日：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长春市召

开。出席会议代表 328人。副省长于克、徐元泉、财政厅长王奂如分

别作了关于吉林省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财政预决算的报告。会议通

过了相应的决议，增选刘慈恺、杨战韬、王奂如为吉林省副省长。 

12 月 9 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于毅夫来吉林省检查统战工作。

省委统战部部长宋任远主持召开文教、科技界民主人士座谈会，座谈

了文教、科技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党员与非党人员合作共事、

非党人员在机关、企业和学校的职权等问题。16 日，召开党外厅、

局长座谈会，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一些批评和意见。 19日、21日，

分别召开了少数民族干部座谈会和非党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 

省委发布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对第一批肃反运动做出正确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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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肯定成绩吸取教训，争取于1957年底结束肃反运动。 

12月 23日：吉林省第二届优秀教师代表会在长春市召开。来自

全省各地的中学、小学、幼儿园和业余学校的 769名优秀教师出席了

会议，吉林省党政领导和省教育厅负责人在会上作了讲话和报告，优

秀教师代表介绍了典型经验。大会向优秀教师发了奖。 

12 月：四平市邮电局在全国第一次邮电局竞赛中，荣获邮电部

和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授予的先进企业称号。 

是年：全省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前完成。全省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

农户的 97．6％，手工业者的 99.8％加入了合作社（组），私营工业

户数的 99．7％、私营商业户数的 87．9％，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

营。全省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全年工业总产值 19.6108亿元，主要工业品产量都大幅度增加。 

是年：本年因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减产，粮食减产 63万吨。 

是年：全省农村掀起兴修水利高潮，共建水库塘坝 3 300座，相

当上年水库塘坝总数的 5倍。 

是年：为扩大生产，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将光华石棉厂（抗

美援朝时由安东迁在柳河县）迁往长春市。经过扩建，提高了工艺水

平和机械化程度。1961 年，增设了新产品试制车间，开发一系列新

产品，填补了我国石棉制品的空白。1965年末，产品已达 30种，为

我国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发射做出了贡献。 

是年：吉林特产研究所在左家建立，开始对“吉林三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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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鹿茸、紫貂等珍贵野生动植物进行人工驯化、引种栽培和良种选

育的技术研究。经过多年辛勤努力，紫貂家养获得成功，使中国成为

世界上第二个紫貂家养繁殖成功的国家。1958年 10月，在左家成立

了吉林省特产学院，设经济动物、药用植物，园林果树等专业，培养

特产专业技术人才。 

是年：长春、吉林、延吉 3 市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98％，巩固率

达 95％。根据当时普及教育的标准，宣布以上 3 市基本实现了小学

普及教育。 

是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建立。 

是年：在全国 8县足球锦标赛中，吉林省的延吉、安图、汪清 3

县足球队分别获得冠军、第三名和第四名。1958年，长春足球队（即

省队）在全国甲级队联赛中取得第四名。该队与吉林青年足球队、吉

林工人足球队，为国内和东北地区足坛劲旅。3个队均以延边朝鲜族

运动员为主力，曾有“南有梅县，北有延边”之说。 

是年：长春市杂技团建立。该团经过刻苦训练，成为我国大型杂

技团之一。 

是年末：吉林省工农业总产值为 30.35 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 13.43

亿元。粮食总产量 493.6万吨。总人口 1224.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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