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4年) 

1954年 

 

1 月 11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互相合作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

有全省市、县（旗）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妇联主任、团县委书记和

全省 212个区委书记等，共 600余人。会议听取了中共吉林省委秘书

长王季平关于 1953年全省互助合作运动总结及 1954年的方针任务的

报告。会议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 1954 年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

和任务，即发展和提高互助组，发挥合作社的优越性，保证产量高，

收入多，带动互助组的发展和提高，全省计划新建 1500个合作社。 

是日：吉林省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召开委员扩大会议，传达全

国工商联代表大会决议，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会者明确了资本

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

性，一致拥护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

策，决心积极经营，爱国守法，创造条件，争取改造。 

1 月 15 日：对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做好民族工作，经政务

院批准，成立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1 月 16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和吉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

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到会的有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

协商委员会委员和省、市机关、人民团体负责人、各界代表共 41人。

会议着重讨论了在全省推销国家经济建设公债问题。 

1月 23日：中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由丰满至虎石台（横跨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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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两省 14个县）的全国首条 22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工程竣工送

电。该线路全长 369. 25公里 

1 月 24 日：根据东北人民政府颁布的《东北区民族区域自治及

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方案》的要求，吉林省人民政府确定全省 378

个村分别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2 月 15 日：吉林省水利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四年来水利

工作，确定今后的水利建设必须贯彻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生产服务的

方针，必须与改造小农经济联系起来，通过小型水利建设，促进农业

互助合作运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全省第五届农业生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吉林市召开。 

2月 20日：吉林炭素厂在吉林市哈达湾破土施工。1955年 10月

1日，全面试车生产成功，10月 15日，正式投产，中国自制的第一

根电极问世，结束了我国许多炭素制品依靠从外国进口的历史。至年

末，共生产炭素 1194吨。 

吉林省林业厅召开全省林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级林业部

门的负责人和技术干部 120余人。会议根据总路线的精神，修订了全

省各项营林事业方案，具体部署了本年春季护林防火、植树造林任务。 

2 月 22 日：吉林省第二届爱国卫生模范大会召开。大会奖励了

1953 年全省爱国卫生运动中涌现的 186 个模范单位和 171 名模范个

人。其中 20个模范单位和 14名模范个人受到东北爱国卫生运动委员

会的表彰奖励。 

2月：苏联援建的吉林肥料厂、吉林染料厂、吉林电石厂在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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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破土兴建。 

3月 4日：中共吉林省委就一年来敌人撒布细菌情况及时刻警惕

敌人进行细菌战争问题发布指示。指出：近来敌人在磐石、桦甸、敦

化、安图、永吉和吉林市等地，不断投撒毒虫——黑跳虫、蜘蛛、夜

盗虫、蚊子、虱子、苍蝇、单蛾子等幼虫。敌人很可能春季进行较大

规模的细菌战争，各地必须十分警惕，做好春季爱国卫生工作，及早

消灭病媒昆虫，予敌之阴谋以迎头痛击。 

3 月 22 日：中共吉林市委决定，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国家于吉林

市建设的七项重点工程（染料厂、肥料厂、电石厂、热电厂、铁合金

厂、炭素厂、丰满水电站扩建工程），保证按期完成或提前完成。 

3月 28一 4月 1日：全省首次民族团结模范大会在吉林市召开。 

3月：1954年吉林省继续推广的 319套马拉农具、1.5万台综合

号铲趟机，全部发到各县区，大部份送到农民手里。为指导农民掌握

新农具，在全省增设 18个农业技术推广站，在 11个县建立了农业技

术推广总站。 

4月 1日：为促进中朝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吉林铁路局开始办

理国际联运业务。是日，从辑安站和图们站分别开出了到朝鲜的第一

列国际联运列车。 

4 月 12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组织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草案（初稿）的通知》，要求省直部、委、厅、局和群众团体、

民主党派的领导干部参加讨论。6月 5日，又发出《关于在全省人民

中进行宪法草案的宣传和讨论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切实组织和领

 3



导宪法草案的学习、宣传和讨论，使人民群众能够初步了解宪法的主

要内容，并提出修改意见。 

4 月 28 日：吉林市公安局破获一起重大私藏军火案，逮捕了原

吉林督军署军械工厂少校科员、国民党吉林市政府参议员金尚惠，从

其住宅的天棚和地下起出短枪 79支，长枪 191支，枪支零件 4箱和

一部份弹药。 

5月 2日：吉林省地方国营工业品展览会开幕。展出各种产品 918

种，主要产品 187种，其中包括全国著名的产品白糖、搪瓷、葡萄酒

和某些建筑材料。 

5月 3日：吉林省工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和吉林省第四届工业

生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吉林市同时召开。参加会议的工会会员代表

176人，劳动模范代表 229人。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栗又文作了有关

形势、总路线和工人运动的报告，省委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吴瑛作了关

于吉林省工业生产在国家工业化中的作用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在三届

一次执委会议上，选举刘影长、李茂林分别为省工会联合会主席和副

主席。会议期间，评选出集体模范 79个，个人模范 246人。会后，

全省职工掀起了技术革新热潮，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 

5月 14日：是日和 17日，敦化县 623厂第五车间倒药工段、第

四车间榴霰弹回收组连续发生两次弹药爆炸事故。第二次事故引起厂

区所存弹药的严重殉爆，连续爆炸燃烧 50 小时之久，是解放以来兵

工生产最严重的一次事故。前后死亡职工 17人，重伤 9人，轻伤 29

人，炸毁厂区绝大部分建筑和主要生产设备，厂方直接损失达 26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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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地方政府和群众损失约 5.5亿元。这次事故主要是由职工纪律松

弛、违反操作规程所造成的。 

5 月 26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吉林地方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参

加会议的有县委书记、厂矿长、党委书记与省直机关处级以上党员干

部，共 450多人。会议传达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刘少奇向四中

全会所作的报告以及中央揭露和粉碎高岗、饶漱石妄图篡夺党和国家

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情况；传达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

和林枫、罗瑞卿、邓华的发言等 12 个文件。会议要求党员干部提高

思想认识，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肃清高岗在东北的影响，增强

党的团结，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团结。 

5月：吉林省各地人民银行的春耕贷款基本发放完毕，共贷出 550

多亿元。农民用这些贷款买进 329 套马拉农具，1.5 万台综合号铲趟

机，6533匹（头）耕畜，口粮 881万余斤，牲畜饲料 2390万斤，种

籽 520万斤，又购进许多车辆、农具、渔船等。在银行贷款的扶持下，

农民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及时开始了春耕生产。 

是月：吉林省新建扩建的地方国营厂矿陆续施工。新建的有吉林

市木丝板厂、前郭旗输电线路、农安县糖稀厂等。扩建的有新站葡萄

酒厂、省营日用化学厂、吉林市针织厂、延边和龙煤矿等。这些新建

和扩建的厂矿，大都于当年投入生产。 

6月 1日：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联合有关人民团体组成

的慰问住在我国的朝鲜儿童代表团在团长倪裴君率领下抵吉林市。代

表团慰问了住在吉林地区的朝鲜儿童和教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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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和随团同行的艺术团一行，在

我国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陪同下抵吉林市。吉林省党、政、军负责人

富振声、栗又文、徐元泉、黄思沛、宋振庭等与各界代表 2000 多人

至车站欢迎。代表团在吉林市稍事休息后，前往延边访问。 

6 月 22 日：长春市最大的私营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益发合股份有

限公司宣布实行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长春粮谷加工服务有限公

司。 

6 月 26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各地及时召开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讨论宪法草案的通知》，要求各县、市除采取各种不同形式

进行广泛宣传外，应于 7月份普遍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将讨论

宪法草案作为大会的中心内容之一。 

7月 1日：根据中朝两国双方同时开办边境货币兑换业务的决定，

吉林省在图们、辑安、临江、长白、开山屯等 5处设立边境货币兑换

点。 

7 月 5 日：第二松花江新航线开航典礼在吉林市举行。“鸭绿江

号”货轮将航行于吉林与扶余之间，航线 241 公里；“靖江号”客轮

将航行于吉林与白旗（现属舒兰县红旗乡）之间，航线 70公里。 

7 月 24 日：吉林省手工业合作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确定，全省

手工业合作社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各种互助合作的发展，进一步巩固和

提高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社，积极地有领导地建立新社、组，加强生产

管理，加强产供销的计划性，加强政治工作，树立集体主义思想，组

织劳动竞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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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命李梦龄为中共吉林省委书记，

李砥平、富振声为副书记；于克、关俊彦、朱德海任吉林省人民政府

副主席（栗又文、徐元泉仍任主席和副主席）。 

8月 1日：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通知，长春市由特别市改为吉林

省省辖市，中共长春市委由中共吉林省领导。 

8 月 10 日：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吉林市召

开。出席会议的代表 235名。省宪法讨论委员会副主任宋振庭作了《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全省人民讨论宪法草案情况的报告》，

省人民政府主席栗又文传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

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和执行

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

定的决议》；选举了李梦龄、栗又文等 11人为吉林省出席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8 月 12 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

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和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54）办字第

1336号命令”，将原辽东省的通化市、辽源市和通化、辑安、临江、

柳河、辉南、长白、靖宇、抚松、海龙、东丰、西安 13 个市县；原

辽西省四平市和梨树、双辽 2县；原黑龙江省白城、洮南、瞻榆、开

通、安广、镇赉、大赉 7县划入吉林省。在通化设立一个专区（包括

通化市和通化、辑安、临江、长白、抚松、靖宇、柳河、辉南、海龙

9县）；在白城设立一个专区（包括白城、大赉、安广、洮南、开通、

瞻榆、镇赉、乾安 8 县）；原延边朝鲜族自治区不变。是时吉林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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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 4个市、3个专区和 44个县、旗。 

8 月 21 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的指示，

吉林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司法厅，以便加强司法行政工作。 

8月：对全省 378处农村私人邮政代办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

消了私人、私商代办邮政业务。 

9 月 15 日：根据政务院《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

命令》，吉林省从本日起实行棉布凭票证供应。 

9月 17日：吉林省工会联合会召开第二届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

会议总结了开展技术革新、劳动竞赛和整建工会工作，提出了第四季

度工会工作的重点。会议选举王明德为省工会联合会主席，刘影长、

白光、周秀清为副主席。 

9 月 27 日：中共吉林省委、省人民政府迁住长春市。长春市为

吉林省省会城市。 

9月：吉林省人民广播电台由吉林市迁往长春市，与长春台合并。

1957 年，吉林省电台经过全面技术改造，扩大了广播区域。1958 年

至 1959年先后建立了四平、通化、白城、辽源 4个广播电台（1962

年撤销了辽源台和四平台，改为省电台转播台）大大增加了广播宣传

能力。 

9月末：全省信用合作社发展到 304个，信用部 477个，参加社

会 86.7296万人，股金 207亿元，吸收存款 826亿元，放款 838亿元，

国家银行对信用合作组织的贷款 218亿元。业务活动范围约占全省行

政村的 56.8%。农村信用合作的发展，对打击高利贷活动、扶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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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11 月 5 日：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批转的《东北区粮食统购实施

方案》、《东北细粮计划供应暂行方案》和《东北区粮食市场管理暂行

办法》，吉林省从是日起，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 

11 月初：全国榨油最高纪录的首创者、四平市油酒制造厂制油

车间主任李川江，在全国油脂工业先进经验交流大会上，荣获国家轻

工业部、地方工业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轻工业工会工作委员会颁发的

金质奖章。 

11 月：临江到朝鲜中江过江飞线架通，临江到中江中朝两国边

境电话线路开通。 

是月：根据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文化馆站的指示》，吉林省

文化局召开城市文化馆长座谈会。会后，在文化馆的组织和辅导下，

全省城乡广泛建立了文化站、俱乐部、业余剧团、图书室等业余文化

组织。至 1956年，全省文化站有 198个，农村俱乐部 5000个，业余

剧团 7000个，图书馆（室）4000个，农村文艺活动骨干 2万多名。

1958 年，群众文化工作在“文化大跃进”的左倾思想影响下，提倡

“人人作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人人演戏”，搞形式主义，摆花

架子，使人民群众从事业余文化的积极性受到挫伤。 

12月 17－22日：省委召开全省市、地、县委书记会议，讨论吉

林省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等问题。 

12 月：长春化学制药厂技师王勤研制成功用狗体氧化法提取的

强心药物——维他康夫，在该厂正式生产。1964 年 6 月，在王勤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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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徐相文、刘兴汉研制成功人工合成的维他康夫，改名为“强尔

心”，为国内首创。 

是月：在吉林省财政厅 1954 年财政工作总结中指出：本年国家

分配给吉林省的经济建设公债为 1450 亿元（旧人民币），全省认购

1882亿元，经减免实缴 1760亿元，超额 21.3%。 

是年：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全省共建初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 4887个，建立 386个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 2.13万多件

新式农具，试办 9处拖拉机站。 

是年：成立了吉林省手工业生产合作联社，在巩固原有用工业合

作社组织的基础上，又发展一批新社（组），到年底，全省手工业生

产合作社（组）共有 600个。 

是年：兴利铁工厂、吉林市忠信染织厂、公主岭市大昌裕伦工厂

等有代表性的私营企业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 

是年：全省黄金产量达 7.8万两，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产量最高的

一年，直至 1958年，年产黄金稳定在 6至 7万两。60年代初，黄金

产量日趋下降。 

是年：第一军医大学（原白求恩医科大学）与第三军医大学合并，

迁往长春。1958 年，该校由军队移交地方，改名为吉林医科大学，

1978 年恢复白求恩医科大学校名。该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又有较

高的教学、科研和医疗水平，加拿大著名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

印度医生柯棣华、奥地利医生傅莱、日本病理学专家穆田宪太郎等先

后在该校任教、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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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因东北大行政区撤销，在延吉出版的朝鲜文报纸《东北朝

鲜人民报》停刊，《延边日报》（朝文版）复刊。1958 年，出版《延

边日报》汉文版。 

是年：吉林省开始组织人力挖掘整理本省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民

间艺术形式——二人转传统曲（剧）目，编印出 7辑《二人转传统剧

目资料》，选入 188 个曲目和剧目。根据传统剧目《看秧歌》改编的

民间歌舞《闹元宵》，在全国专业团体音乐舞蹈会演中获得好评。同

时创作出如《我的女婿》等一批新剧目。 

是年：吉林省人口为 1164.7万人。全省出生 55.6017万人，出生

率为 48.38%，自然增长率为 37.95%，是本省人口增长率最高的一年。 

是年末：吉林省工农业总产值为 27.5 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近 12.4

亿元。粮食总产量 531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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