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5年) 

1955年 

 

1月 1日：是日至 5日，吉林省调出粮食 11.7万吨，供应外地工

矿城市和支援江苏、安徽等省灾区。 

1月 5日：吉林热电厂开始施工。次年 7月 8日，第一台锅炉和

透平电机正式移交生产。至 1965年，连续进行 5期工程建设，安装

13台高温高压锅炉和 9台汽轮发电机组，机组总容量为 45万千瓦。

该厂是当时我国第一座用电子自动控制的高温高压热电厂。 

1 月 6 日：《吉林日报》报道：吉林省工会联合会与吉林日报社

联合召开全省劳动模范座谈会，共商如何保证完成 1955年国家划计。

省一等劳模刘景山、秦山亮、宗希云、李川江和全国煤矿劳模马青和

等 16人参加了座谈会。会议通过了致全省职工的一封信。 

1 月 11 日：吉林市公安机关破获“地下军”、“老母道”等 8 起

反革命案件，并配合国家公安部破获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的派

遣案，缴获长短枪 397支，弹药 4225发。 

1 月 30 日：吉林省第一次民盟盟员大会召开，正式建立民盟吉

林省支部。1956 年 3 月，按照新的《中国民主同盟章程》规定，改

称中国民主同盟吉林省委员会。徐寿轩为主任委员，关梦觉、喻德渊、

余瑞璜为副主任委员。 

2月 1日：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长春市召开。

出席会议代表 381名，中共吉林省委书记李砥平作了《关于第一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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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传达报告》、吉林省省长栗又文作了吉

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决议》、《关于吉林省人民政府

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拥护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

约及有关解放台湾的各项声明》。会议根据宪法和《中华人民和国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委员组织法》的规定，将吉林省人民

政府改为吉林省人民委员会。 

2月 8日：全国供销合作系统大豆榨油法经验交流会在吉林省扶

余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辽宁、黑龙江、湖北、河南、江苏、山东、

河北、山西、安徽、吉林等 10省合作社营油厂的代表，共 150多人。

会议要求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各油厂，要认真学习扶余县二区合作

社油厂的经验，进一步推广“李川江大豆榨油法”，完成和超额完成

供销合作系统今年增产油脂的计划。 

吉林省人民政府改称吉林省人民委员会。 

2 月 10 日：吉林省第一届政治协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在

长春市召开。出席会议的委员 69 人，副主席张德馨作了吉林省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吉林省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坚决支援解放台湾

的决议》等。会议选举李砥平为省政协主席，徐寿轩、关俊彦、张德

馨、宋任远、成盛三为副主席。至此，吉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

委员会代行省政协职能的历史宣告结束。 

2 月 15 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省人民委员会设置的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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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办事机构的决定。除继续保留原省人民政府设置的许多部门外，

将原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厅，人事厅改为人事局，建设厅改为建筑工

程局；撤销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扫

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将原省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的新闻出版工作划归

省文化局，干部文化教育、扫盲工作划归教育厅。根据工作需要成立

外事办（科），并成立 6 个办公室（政法、文教、工业、财粮贸、农

林水和国家资本主义），协助省长分别掌管省人民委员会有关工作部

门的工作。 

2 月 1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达赖喇嘛、政协全国委员

会副主席班禅额尔德尼及其随行人员 200余人，到吉林市视察丰满发

电厂。17日至 19日，到延边参观工厂、学校和朝鲜族农民家庭。20

日，路过长春时，吉林省党政和政协领导同志到车站送行。 

2 月 17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建立高级社的指示，要求各

地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在“1957 年以前应集中力量发展半社会主义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精神。省委认为，各地试办少数高级社是必

要的，但批准权必须控制在省一级领导机关，不经批准不得轻率地建

立高级社。 

2 月 23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

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决议精神，讨论了省委关于《办好现有农业生产

合作社，开展以互相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的报告。会议要求

各级党委加强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积极开展备耕生产，充分挖掘

潜力，完成农业生产计划。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转变领导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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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在领导互助合作中，必须贯彻自愿互

利的原则。 

2 月 24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经中央批准，吴德任中共吉

林省委第一书记，李梦龄任第二书记，李砥平任第三书记；栗又文兼

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关山复任省委副书记。 

3月 1日：根据国务院命令，从是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收回现

行人民币，新旧币的折合比率为新币 1元等于旧币 1万元。吉林省共

设 585处兑换点，仅用两个月时间，即完成了发行新币和收回旧币工

作，至 10月 31日止，共收回旧币 11247亿元（折合新币 11247万元）。 

3月 6日：我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铁合金厂在吉林市“八垧地”

破土动工。次年 6月 16日，生产出第一炉硅铁水，至 1956年年底，

共建 7座电炉，生产铁合金 2.2549万吨，创造产值 2403万元，比原

计划提前半年投产。 

3 月 26 日：吉林省首届中医代表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医、

中药士代表 130人，特邀中西医代表 90人，有关部门负责人 80余人。

会议广泛听取了中医代表的意见的要求，检查总结了几年来各级卫生

行政领导部门执行“团结中医”政策的情况，制订了今后改进中医工

作的计划。会议要求进一步贯彻党和政府对待中医的政策，充分发挥

中医的作用。 

是年春：入春以来，全省发生大小火灾 27 次，烧毁幼林和草原

5.2789万公顷，损失幼树 13万多棵，参加扑火的人数达 4690人。其

中最大的一次，是 4月 2日瞻榆县发生的大火，火灾范围长 7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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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20里，扑火人员被烧伤 30多人。 

4月 1日：吉林省手工业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第四次

手工业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本省 1954 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会议确定，本年全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应在“统筹兼顾，全面安

排”和“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指导下，把建立与充实机构、

切实办好现有合作社、相应地发展组织，作为全省手工业合作化的重

点。 

4月 7日：第一届全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任命崔次丰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4 月 14 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根据国务院关于协助朝鲜儿童返

国工作的电示，派人协助龙井初等学院，完成了对 372名朝鲜儿童的

返国工作。 

5月 4日：吉林省首届青年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 292

人。大会通过了《吉林省民主青年联合会章程》，正式成立了吉林省

民主青年联合会。 

5月 7日：吉林省航运公司于松花湖开辟两条航线：一条自桦树

林子开往桦甸，航程 104公里；一条自桦树林子开往蛟河，航程 125

公里。“靖江号”和“永吉号”客轮分别航行于两条航线。 

5 月 13 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发出贯彻《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

条例》和《城市街道组织条例》的指示，对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

进行整顿的组织领导、具体设置、干部调整配备、经费开支等作了明

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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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在省政协一届二次常委会议上，作出《关于成立学

委会的决议》。次年 7月 17日，省政协通过了《关于组织各界民主人

士和工商业者学习政治理论若干办法的决议》，并创办了吉林省政治

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各级政协委员和各界民主人士学习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以提高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 

6月 5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和机械电机研究所奖

励一批有突出成绩的科研人员。两个研究所共有 19 个研究组获得集

体奖，23 名科研人员和 3 名助理业务人员获个人奖。两所科研人员

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重点工程的需要，研制出许多新产品，提出很多

新工艺和最新的设计方法。 

6 月 10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第三次代表大

会。出席会议的有省委委员 26人，代表 320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

栗又文作了《关于吉林省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各项报告和决议的

决议》、《关于吉林省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

于贯彻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的

决议》等。会上，许多代表批判了高岗反党宗派在吉林省党员干部中

的恶劣影响。会议还选举出以李砥平为书记的吉林省监察委员会。 

6 月 17 日：桦甸土堤改造工程竣工。该工程位于第二松花江上

游主要支流辉发河左岸，距丰满水库坝址 160公里。全部工程共投资

1496 万元，修筑土堤 12707 公尺，共用劳动力 206 万多个工。该项

工程的完成，增加了丰满水电站的蓄水量，保护了桦甸矿区和县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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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并有利于桦甸、磐石、吉林、抚松等地区的交通

运输。 

6 月 29 日：吉林省工商联合会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副省

长徐元泉作了近两个月来全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情况的

报告。大会选举刘次玄为吉林省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马金庆、林云

亭、苗竹贤、孙星甫、金东波副主任委员。 

7 月 16 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的批复，决定将西安

县改名为东辽县。自 8月 1日起公布通行。 

7 月 29 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发布嘉奖命令，授予全明烈、俞

景阳、陈万忠、刘振江“吉林省革命残废军人劳动模范”称号；授予

李延来、王永兴“吉林省复员建设军人劳动模范”称号。表彰他们继

承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创造了优异的成绩，并号召全省人民学习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7月下旬：第二松花江堤防整修完毕。整修堤防 170多公里，涵

洞 5座，涵管 2座，完成土方 323.4万方，石方 1.3万方，护坡 3.76

万平方公尺，投资 151.14万元。经过整修，在丰满流放 5.500秒公方

的情况下，可使永吉、舒兰、九台、榆树、德惠、扶余、农安、前郭

旗等沿江的 4.5148万公顷农田、80个行政村免除洪水灾害。 

7月：遵照国务院有关命令和通知，从本月起，吉林省所在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

货币工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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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全省县以上成立兵役委员会，负责逐步实现由志愿兵役制

向义务兵役制的转变，并在全省普遍进行了预备役士兵登记。1957

年下半年，根据中央军委有关指示，全省开始进行民兵与预备役合组，

第一类预备役士兵编入基于民兵，第二类预备役士兵编入普通民兵。 

8 月 23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地、县委书记扩大会议，传达讨

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会上检查批判了所谓“右

倾保守思想”，层层修改原来的农业合作化规划，盲目地加快合作化

的速度。到 10月份，全省有 60多万农户搭起 1万多个新社的架子。

至年末，共建新老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4万多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

的 80%以上。全省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出现了明显的急躁

冒进倾向。 

8月：抚松县大营村社员王文超在黑松沟采挖到一棵人参，净重

5两（按老秤 16两 1斤折 8两），实属罕见之宝。 

9月 1日：从本日起，吉林省长春、吉林、四平等部份市镇，按

照国务院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的规定，对市镇居民口

粮根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和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实行按人分

等定量供应；对工商行业用粮，实行按户定量供应；对牲畜饲料用粮，

实行分类定量供应。吉林省的大多数市镇从 10月 1日起实行，其余

市镇从 11月 1日实行，并开始使用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 

9月 3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农具工作会议。会议认为，鉴于本

省目前只有 4500 个农业合作社拥有新农具，使用新农具的土地只占

耕地总数的 1.4%，必须充分利用农业合作化高潮带来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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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广农具。各级党委要把帮助农民增添以新农具为主的生产资

料，列为县、区村三级合作化规划之内。 

9 月 10 日：吉林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长春市召

开。出席大会的有全省各系统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代表 547人。中

共吉林省委副书记关山复作了题为《青年们，掀起一个建设社会主义

的高潮》的报告。大会选出吕根泽等 43 人为出席全国青年积极分子

大会的代表。 

9 月 26 日：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汽车、拖拉机工业方面高级技

术人才的大学——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成立。该院由上海交通大学、

华中工学院、山东工学院的有关专业调整合并而成，是我国第一所专

门培养汽车、拖拉机工业方面高级技术人才的大学。1958 年更名为

吉林工业大学。 

10 月 8 日：应文化部与团中央邀请来华访问演出的朝鲜青年艺

术团抵达长春市。艺术团在长春市演出 3场，省、市党政领导观看了

演出。 

10月 15日：吉林碳素厂建成投产。 

10月 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部分部队途经本省辑安归国。 

10 月下旬：辑安、靖宇两县各新建一处国营参场。扩建了抚松

国营参场。 

11 月 3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

央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讨论并通过了省委向会

议所作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把我省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向新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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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的报告。 

11 月 5 日：省人委颁发《关于划分工业、商业经济区域的暂行

规定》，将吉林省工业经济区域划分为长春、吉林、通化、延边、四

平、白城 6个经济区，商业经济区域划分为长春、吉林、延边、四平

4个经济区。 

11月 19日：省委作出《关于加强党对国营企业的领导，正确贯

彻一长制的意见》。 

11月 28日：苏联莫斯科“小白桦树”舞蹈团来长春演出，受到

观众热烈欢迎。 

11 月末：全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己发展到 750 个，社员

达 1.53万人，占全省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 17.3%，生产总值 3.385

万元，占全省手业业总产值的 31.6%。 

12 月 1 日：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长春市召

开。出席代表 358名。吉林省省长栗又文作了关于吉林省 1955年国

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我们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副省长徐元泉作了关

于吉林省 1954年财政决算与 1955年度财政预算的安排与执行情况的

报告；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关靖寰作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兵役法，做好兵役工作》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发展我国国

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动员全省人民为胜利完成 1955 年国民经

济计划和当前任务而奋斗》等决议。 

是日：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辽源矿务局中央竖井（移交后改名辽

源矿务局西安矿）建成，移交投产。该井储量为 7316 万吨，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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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为年产 90万吨，后经技术改造，年产高达 180万吨。 

12月 15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市、地、县、镇委干部会议，讨

论本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认为，目前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己进入一个新阶段，即由原来的加工订货、经销

代销和部份的公私合营阶段，进入了在一切重要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

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会上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的全面规划。 

12月 19日：新中国制糖厂在吉林市九站建成投产。 

12月 20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区举行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按宪法

规定，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改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12月 25日：吉林省首届人民警察、治安委员功臣模范代表大会

召开。大会总结了几年来治安保卫工作经验，选出杨玉山等 12 人为

出席全国第一次人民警察、治安保卫委员功臣模范代表大会的代表。 

12月 28日：青年团吉林省委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关

于动员和组织全省农村青年积极参加扫盲运动的决议》。决议指出：

提高农村广大青年的文化水平，适应当前农村新情况新任务的需要，

己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在全省 142万农村青年中，尚有 100

万人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根据本省农业合作化需要，拟于今后 5

年内，基本扫除全省农村青年文盲。 

12 月：为支援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吉林省共动员建筑工

人、技术人员、干部、医生等 2684人，自 5月 13日开始，己分 3批

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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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吉林省第一所职工业余大学——长春第一汽车厂职工业余

大学成立。随后，吉林铁合金厂、图们石岘造纸厂等相继办起了职工

业余大学。 

是年：法国劳联篮球队来吉林省与省篮球队比赛。这是吉林省首

次开展与国际体育界交往。 

是年末：吉林省工农业总产值 27.12 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 13.34

亿元。粮食总产量 556.5万吨。总人口 1202.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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