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3年) 

1953年 

 

1 月 15－19 日：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省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

联合召开会议。会议要求，重点检查基本建设和工矿企业的违法乱纪

行为。 

1 月 16 日：中国外交部同意朝鲜大使馆在吉林省图们市设立办

事处。其办公地点、宿舍等，吉林省人民政府决定由延边朝鲜族自治

区负责安排。 

1月 23日：吉林省第三次工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吉林市召开。

出席会议的国营和地方国营工业的劳动模范代表 404人。中共吉林省

委工业部副部长吴瑛作了题为《全省职工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大规模

的经济建设》的报告。大会评选出 70个模范车间、小组，57个先进

车间、小组，劳动模范 354人。 

1月 29日：吉林省第四届农业丰产模范代表大会在吉林市开幕。

出席大会的农业丰产模范代表 890人。省人民政府主席栗又文作全省

1952 年农业生产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省农业厅副厅长李

占奎作了《关于肇源丰产经验以及本省乾安县丰产经验和崔竹松水田

丰产经验》的报告；省委农村工作部负责同志作了《全省 1952 年合

作互助运动的基本总结和 1953 年发展方针》的报告。大会评出各等

丰产模范单位和个人共 988个，其中特等 28个。 

1月：国营吉林柴油机厂大规模扩建工程开始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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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4日：吉林人民政府为加强战备，紧急动员民工抢修机场。

长春、德惠、怀德、磐石各出动 500人，抢修东丰机场；永吉、九台

各出动 500人，蛟河出动 400人，抢修二台子机场。 

2月 8日：九三学社长春分社筹委会成立。吴学周（中国分子光

谱创始之一）任主任委员，共有成员 11 人。1954 年 6 月 20 日，九

三学社长春分社成立，吴学周任主任委员，业治铮任副主任委员。1957

年 7月 1日，成立九三学社吉林省工作委员会，吴学周任主任委员。

省工作委员会与长春分社合署办公。 

2月 18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的指示》，

要求各地加强领导，认真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3月至 4月，在全省

范围内，普遍开展了婚姻法的宣传教育运动，省、市、县共抽调 2500

多名干部，一面宣传婚姻法，一面处理婚姻纠纷案件，收到了良好效

果。 

省政府颁布《吉林省农村私人借贷暂行条例》，旨在禁止农村高

利贷，促进正常的私人借贷，活跃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生产。 

2 月：国家投资在全国建立 11 处国营机器拖拉机站，开始农业

机械化的示范推广工作。其中在吉林省榆树县闵家乡何家屯、海龙县

六八石村各建 1处，配备 9台拖拉机，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 16个单

位服务，机耕服务面积 1325公顷。 

是月：吉林省人民政府授予蛟河煤矿采煤队长宗希云省劳动模范

称号，1956年，被命名为全国工业劳动模范。1958年至 1964年当选

为全国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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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9日：长春市的党、政、工、团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工厂企业、部队、学校、居民代表 1200 余人，举行追悼斯大林逝世

大会。在长春的苏联专家也参加了追悼会。全省其他各市、县同时举

行了追悼会。 

3 月 14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为保证哈尔滨铁路局国防任务的完

成，决定动员 400名采石民工（长春市 300名，吉林市 100名），到

长春市大屯采石场采石。6月末完成任务。 

3 月 25 日：吉林省总工会召开第二届第二次会员代表会议。会

议要求各厂矿充分发动群众，结合中心工作，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

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保证完成国家生产计划，迎接第七次全国

劳动大会的召开。 

3月 27日：长春市文工团派出 34人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文艺慰问

团东北二团，组成第二演出队，是日，经安东（丹东）入朝鲜。第二

演出队在朝鲜西线中国人民志愿军四零、五零部和后勤五分部演出

129场。8月 10日回国。 

3月：吉林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延吉县英成村黎明

集体农庄（即高级社，其前身是金时龙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该社按照每人的特长，分别编成 3个田间生产队，1个牲畜队，1个

副业队。其农副业总收入，比初级社有所提高。 

是年春：吉林铁路管理局在全国铁路管理局第一季度红旗竞赛中

获得第一名。 

4 月 13 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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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经过充分协商，成立了吉林省选举委员

会，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富振声任主席，省委秘书长王季平、省委宣

传部长宋振庭、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徐元泉等 17人为委员。16日，省

选举委员会召开市、县选举工作负责干部会议，部署基层选举工作。

至年底，全省有 3494个村（镇）完成了基层选举工作。 

5月 4日：吉林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成立。内设文化、艺术、电影、

秘书 4 科。其工作范围包括领导全省文化馆（站）、农村业余剧团、

国营剧团（京剧、评剧、话剧）以及音乐、电影、书曲等工作 

是日：中国民主建国会长春市筹备委员会成立。共有会员 40人。

筹委会成立后，民建中央委员会授权民建长春市筹委会负责吉林省其

他各市民建组织的发展工作，并协助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 

5月 6日：在团长康克清、副团长顾饰心、谭惕吾率领下的中央

慰问团一行 10人抵长春，慰问寄居吉林省的朝鲜儿童。 

5 月 11 日：中共吉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各地、市、县及

厂矿党委纪检专职干部会议，总结全省前几个月反官僚主义、反命令

主义、反违乱纪开展情况，布置 5月至 7月继续开展斗争的步骤和方

法。 

5 月 15 日：青年团吉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吉林省委

副书记富振声作了题为《学习技术，精通业务，站在祖国建设的前列，

掀起一个努力学习的热潮》的报告。会议要求各级团组织认真贯彻团

中央三中全会精神，提高团的领导水平，动员全省广大青年站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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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最前线。会议选出了新的团省委委员，在第一次会体委员会议

上，选举徐俊为团省委书记，毕可彬为副书记。 

5月：朱德命名的新中国制糖厂在吉林省永吉县九站区开始修建，

1955年 12月 1日竣工投产。该厂设备由波兰引进，具有当时世界先

进水平，日处理甜菜 1000 吨，是当时吉林省最大的制糖厂。该厂由

长春市土木建筑合作社承建，为吉林省建筑业第一个独立承建的工程

项目，建筑面积为 10 万平方米，速度快，质量好，成为吉林省独立

承建项目的样板。 

是月：永吉县西阳信用社成立，是吉林省第一个由信用部转为信

用社的单位。从此，全省信用部转为信用社工作进入高潮。至年末，

全省共建 132个信用社，417个信用部。 

6月：吉林省工商联筹备代表会议在吉林市召开，选举产生了筹

备委员会。 

7月 1日：吉林省开始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登记工作，历时 3个

多月的普查，全省总人口为 1129.0073 万人，比 1949 年增加 120 多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 30万人左右。 

是日：根据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地方电信统一管理方

案》，自是日起，吉林省所在地方电信设施、人员及有关事项，全部

正式移归吉林省邮电管理局代管。 

7 月 15 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举行奠基典礼。参加典礼的有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林枫、第一

机械工业部长黄敬、东北总工会主席张维桢及地方党、政、军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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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群众团体代表。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团代表苏洛维也夫和驻长苏联专

家希格乔夫也参加了典礼。林枫、黄敬等将刻有毛主席题词“第一汽

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白玉基石安置在厂址的中心广场上。在典礼上，

万名职工表示决心，保证 3年完成建厂的光荣任务。至 1954年，10

个主要厂房落成，1955年底，基本完成设备安装调试。1956年 7月

13 日，在建厂 3 周年前夕，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开出总装线，宣告结

束了中国人自己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遂成为祖

国汽车工业的摇篮。 

7 月 18 日：政务院电令批准，将哈尔滨市、长春市改划为中央

直辖市，由东北行政委员会代管。 

7月 27日：11时 12分至 18分，美国军用飞杨 8架分两批侵入

桦甸县上空侦察，行至第十一区荒沟屯上空时，美机向由旅顺口飞往

苏联的第一架客机袭击，客机被击落，机上 21人全部遇难。 

7 月 31 日：吉林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各界人民代表 800

多人举座谈会，热烈庆祝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朝鲜停战协定于 7 月

27日正式签字），欢呼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 

8 月：为使丰满发电站向急需电力的辽宁工业区送电，220 千伏

松东超大型高压送电线路开始兴建。以吉林省送变电公司为主，抽调

吉林、辽源等电业局大批人力，进行分段施工。全长 370公里，是我

国第一条横跨辽、吉两省 14个县的超高压送电线路。1954年 1月 23

日，吉林省施工队承担的丰满至朝阳镇一段，全长 100公里，架线工

程完毕，220千伏超高压电开始送往鞍山、沈阳、抚顺、阜新等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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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8月至 9月间：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来吉林省视察了丰满

发电厂和蛟河县新站韩恩农业生产合作社。 

是月中旬：第二松花江、饮马河、伊通河两岸德惠、磐石、双阳、

伊通等 16个市、县，195个区，700多个村遭受严重水灾，被淹庄稼

406.773 万公顷，其中绝收地 161.289 万公顷，被淹房屋 40895 间，

其中倒塌 1.4万多间，冲失粮食 23.1769万公斤和大量家畜、农具，

冲毁大小桥梁 642座。因水灾死亡及失踪 53人，受伤 10人，成灾户

12.5705万户，共 60.2939万人。 

9月 10日：省委作出《关于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几项规定》，

要求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更好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的经

济建设计划。 

9 月：根据东北局《对一贯道等封建会道门处理的指示》，吉林

省经过调查，共有反动会道门 204种，道徒 16.5471万人，其中骨分

子 3691人。镇压惩办了一批首恶分子，杀 153人，关 1070人，管制

866人，并动员受欺骗的道徒登记退道，基本上摧毁了反动会道门组

织。 

是月：洮南县私营建业造纸厂（其前身为以成盛三为经理的胜利

商行，后改为资本家联办的造纸厂）正式实行公私合营，成盛三任厂

长。旋于该厂建立了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组织，较好地调动职工的

积极性，使生产有了新的发展。 

10月 23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生产自救工作的指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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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省农田连续遭受水、旱、虫、雹、霜冻等自然灾害，仅收五成

以下的庄稼即达 992.7165 万公顷。省委要求各地切实加强生产自救

工作，用好中央和省下拨的救灾款物，安排好灾民生活，扶持灾民生

产自救，重建家园。 

10月 28日：中央吉林省召开粮食工作会议，讨论东北局关于实

行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决议以及贯彻的方法、步骤。会后，省

委抽调 180多名干部，分赴各地落实征购粮任务。 

11月 13日：东北地区援助朝鲜恢复经济和建设建筑大队吉林省

木工分队（105人组成）赴朝鲜。1957年 1月 11日回国。 

11月：是月和 12月，吉林省调出粮食 57.57万多吨，供应东北

各地和支援安徽、江苏、河北等省灾区。 

是月：是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全省城乡人民学习党在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总任务进入高潮。全省各级干部 9万余人参加了学习。在此

基础上，开始向广群众进行宣传，全省共组织报告员 2577 名，做报

告 1.5 万余场。县、区训练宣传骨干 11 万人，全省 80%的人口听到

了总路线的宣讲，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12 月 7 日：吉林省第一届基本建设战线劳模范大会召开。出席

大会的劳模 137人，先进工作者 56人，省委工业部部长肖靖作了《国

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以及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基本任务》

的报告。 

12 月 18 日：《吉林日报》报道：自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

产互助的决议》以来，吉林省组织起来的农户己占全省总农户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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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共试办农业产合用社 1158个，参加户数 2.2575万户，占全省总

农户的 2.6%。农业生产合用社由于改进了耕作技术，合理地组织劳

动，其中绝大多数作到了增产增收，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12月 24日：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

线总任务提高各级党委领导水平的决定》。 

12月 30日：为贯彻和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精简机构、整顿编制的

决定，中共吉林省委成立编制委员会。王大钧任主任，王季平、杨战

韬为副主任，省人事厅为其日常办事机构。 

是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一五”

计划期间，国家把吉林省作为重点建设地区之一，将为吉林省工业基

本建设投资 18.4 亿多元，建设限额以上的工程 109 项，其中属于苏

联援建的全国 156项重点建设工程有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吉林化肥

厂、吉林染料厂、吉林电石厂、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炭素厂、吉林热

电厂、西安煤矿中央竖井、丰满发电站扩建等。一些重点工程，从是

年开始陆续动工。 

是年：全省农业因遭受自然灾害，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油料、甜

菜等主要农产品均低于上年，但仍高于 1951年水平。 

是年：丰满水电站大规模改建扩建工程开始。至 1959 年，共新

装 6台大型水轮机组，连同原来两台共 8台机组，总容量为 56.25万

千瓦，发电量 573.3亿度，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座大型水电站。 

是年：吉林热电厂动工修建，至 1966年，先后进行 5期工程，

安装高温高压凝气和抽气机组 9台，总容量为 45万千瓦，经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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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可调电力 50万千瓦，最大单机容量可达 10万千瓦，为当时我国

最大的热电厂。 

是年末：吉林省工农业总产值为 27.4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 13.3亿

元、粮食总产量达 561.5万吨。总人口 1133.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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