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1年) 

 

1951年 

 

1 月 4 日： 省委下发《省委领导 1950 年的检查》，总结上一年

的工作，提出了加强工作和改善领导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总结检查

自己的工作。 

1月 20日：吉林省第一届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在吉林市召开。

出席大会的劳模和模范工作者共 410人。省人民政副主席徐元泉作了

关于吉林省 1950农业生产总结与 1951年奋斗目标的报告，要求把全

省粮食产量提高到 400万吨。省人民政府对劳动模范和模范互助组骨

干进行了奖励。 

1 月 25 日：吉林省第一届荣军奖模大会与吉林省第二届荣军代

表大会在吉林市同时召开。出席大会的荣军代表、荣军模范和来宾共

408人。省民政厅厅长杨华作了关于 1950年荣复军人工作总结和 1951

年方针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朝鲜人民军致敬电。大会选出各等劳动模范 100人，选出 10名荣军

为吉林省出席全国荣军模范代表大会的代表。 

1月 28日：《吉林日报》报道：吉林省自开展慰劳中国人民志愿

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运动以来，各界人民踊跃献拿各种慰劳品。截止是

日统计，共捐献肥猪 6655 口、慰问袋 8768 个、毛巾 6.5618 万条、

肥皂 2.8366万块、香皂 3.1337万块、卷烟 11.5501万盒、袜子 4.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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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双，还有大量牙具和其他用品，共写慰问信 4.5951 万封.全部慰问

品(不包括肥猪)价值达 90多亿元(东北币)。 

1月：以卫生部李德全为团长、由民主人士组成的中央联合慰问

团一行 40 余人来吉林省，分赴各医院，慰劳中、朝伤病员，向伤病

员赠送了慰问品。 

2月 1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指示，吉林省人民政府决定从即日

起实行全省棉纱统购。 

2月中旬：吉林、长春两市在搬运行业中开始进行反把头斗争。

封建把头在吉、长两市把持着私营搬运行业，包揽国公营企业物资的

搬运，用各种方法套取运费，损害国家，剥削工人。有些把头属于阶

级异己分子，混入公营运输公司。在抗美援朝中，他们实行消极对抗，

使国家建设和物资运输遭到损失。为了开展反把头斗争，吉、长两市

先后组织了反把头委员会，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开展斗争，对

首要分子予以逮捕法办。 

2 月 25 日：吉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吉

林币召开。会议讨论了召开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有关问题。 

2 月 26 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吉林省

将实施劳动保险的范围由试行逐步扩大到 100人以上的国营、公私合

营、私营及合作社经营的厂矿企业，并实行养老待遇和家属半费医疗

待遇。到 1952年末，全省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增加到 134个，享受

保险待遇的职工 7.4547万人，支付的保险金 28488万元（东北币）。 

3月 20日：吉林省首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吉林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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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代表 352名。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刘锡五对

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的决议》、《关于周持衡对吉林省人民政

府 1950年工作基本总结与 1951年任务报告的决议》等。会议增选了

16名省政府委员。 

3月 31日：9时 10分，侵朝美机 12架侵入临江地区上空，投弹

30余枚，炸死炸伤铁路员工 37名，炸毁房屋 280平方米。 

3月：吉林省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延吉县英成村由省

特等劳模金时龙组织的初级社正式成立。该社实行土地入股，按土地、

车马和劳力分红。 

4月 1日：根据政务院的命令和东北人民政府的决定，从即日起，

将在吉林省和东北各地流通的东北银行地方流通券用全国通行的人

民币兑回。兑换比值为东北银行地方流通券 9.5元兑换人民币 1元。 

4 月 3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颁布《关于经济区划的决定》。决定

全省划分为 3个经济区：一、长春经济区，以长春为枢纽，包括德惠、

九台、伊通、双阳、怀德、农安、榆树、扶余、前郭旗、长岭、乾安。

二、吉林经济区，以吉林市为枢纽，包括永吉、桦甸、磐石、蛟河、

舒兰、敦化。三、延边经济区，以延吉为枢纽，包括和龙、珲春、安

图、汪清、图们、龙井。同时决定由吉、长两市人民政府和延边专署

分别负责召集各该经济区首次会议，成立城乡交流委员会。 

4月 5日：吉林省赴朝慰问团一行 25人出发赴朝鲜慰问，5月末

相继返省。 

4月 11日：东北人民政府颁布《东北渔民会试行组织通则》。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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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吉林省在 16个重点县建立了渔民会组织。至 1956年，因全省己

有 95%的渔民参加了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渔民会遂相继取消。 

4 月 25 日：长春、吉林、延边 3 个经济区分别在本地召开首次

会议。会议讨论了积极发展土产和以内销为主的方针，交流了各地土

产品产运情况，研究了地区差价等问题。与会有关单位经过协商，签

订了土产交流合同或协议。 

4月：根据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吉林省开始对“中层”

（指军政机关内部）和“内层”（指中共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有

计划的清理，以便划清敌我，纯洁内部。7月，根据坦白交待的材料

和线索，调查核实，做出结论，进行了处理。 

5月 1日：吉林省各地 136万名妇女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声讨美帝发动侵朝战争的罪行。随后，全省有 158万多名妇女参加了

“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的签名活动。17个县 82万多名妇女用糊火

柴盒、养鸡、采山货等副业收入为抗美援朝捐款，其价值可买战斗机

3架。 

5月 3日：丰满水电站修补坝体工程开工。经过千余人 3个多月

的奋战，浇筑混凝土量达 5.736立方米，7月 13日完工。次年 10月，

对丰满大坝开始加固工程，至 1953年 7月，共填补混凝土量达 24万

立方米，相当于建一个中型水电站的混凝土量。同时采用新结构，安

装 12个溢流闸门。 

5月 5日：吉林省商业工作模范、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和全省第

一届店员工会代表大会在吉林市同时召开。省工会主席肖靖和省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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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长杜绍西分别作了《为扩大和加速商品流通而加强店员工作》和《国

营商业工作的任务》的报告。 

5月 15日：省政府决定，朱德海任延边专区专员。 

5 月 16 日：召开吉林省首次土产会议。会议要求各地贯彻落实

“积极发展，扩大内销”的方针，搞清了全省土产与工业原料作物产、

运、销的基本情况。全省大宗土产与工业原料作物有 223种，其生产

总值，1950年和 1951年，分别相当于粮食产值的 41%和 51.2%。会

上，还签订土产交流协议书 100份，总值为约 347.5亿多元。 

5 月 20－26 日：全省监察工作会议在吉林市召开。会议要求，

围绕财经管理、生产建设、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开展

人民监察工作，纠正官僚主义、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违法乱纪等不

良倾向。 

6 月 8 日：《吉林日报》报道：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召集省、市

文化教育界对电影《武训传》的座谈会。到会的有省文教厅、市教育

局、省文联、友协、妇联、青年团省委、报社、广播电台等单位负责

同志及中学校长等 60 人。与会同志按照当时中央的精神和所这下的

基调，对《武训传》作了错误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没能作出正确的

评价。 

6月 15日：吉林市私营火柴、铁工、纺织、织染、粮谷、粮油、

印刷等行业举行签订劳资集体合同大会。 

6月 18日：吉林省各界人民协商委员会举行第一届第三次会议。

会议代表全省各界人民表示热烈拥护并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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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吉林省分会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

召。会议号召全省人民加紧生产，改善经营管理，作好工作，增加收

入，力争在半年内，捐献 30 架战斗机，争取抗美援朝战争最后胜利

早日到来。 

6 月 20 日：东北四大灌区之一的前郭旗灌区完成修复工作，使

该灌区 4000多公顷水田种上了水稻，重新发挥了灌区的效益。 

是日：中国与苏联签订吉林“三大化”委托设计合同。合同规定，

全部生产性工程设计由苏联化学工业部国立氮气工业研究设计院落

负责总承包，由 12 个单位分担全部设计工作。厂前区及住宅区等非

生产性工程设计，由原重工业部化学工业设计院总承包。 

6月 28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社会团体进行登记的布告。

要求凡设在本省管辖境内的人民团体、社会公益团体、文艺工作团体、

学术研究团体、宗教团体以及其他符合人民政府法律而组成的一切团

体，均应依法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申请登记。经政府审查后，凡合

于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之各项规定者发给登记证。 

6月：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和县委宣传部长联席

会议，传达了刘少奇在第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整建党决

议。7月，召开全省组织工作会议，部署整建党工作。本年下半年，

开始训练干部和整党试点，省、市、地、县都开办了训练班，共培训

骨干 7997名，在 4个厂矿、5个农村支部进行了整党试点。 

7月 6日：吉林省人民政府根据政务院指示，决定从即日起将供

给制改为薪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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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4日：中国民主同盟吉长支部成立。 

7月 31日：中共吉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正式成立。 

7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长春分会成立。该会是

建国后吉林省最早成立的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科学团体。1954 年，

吉林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备委员会长春成立。1958年，两会合并，

成立了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 

8 月 13 日：吉林省抗美援朝分会第二届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会

议的各界代表 489人，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长蓬飞作了关于深入开展

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会议号召全省人民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普

遍检查爱国公约执行情况。 

8月 14日：梅河口铁路分局管内发生特大水灾，大水冲毁线路、

桥涵 227处，线路延长 11公里 415米，通讯信号被毁，通话中断，

列车停驶。经 3万余人昼夜抢修，于 8月下旬先后恢复通车，9月上

旬，恢复正常运输。 

是日：吉林省中部地区暴雨成灾，23 日又降暴雨。受灾地区达

18个市、县，包括 176个区 709个村，受灾人口 40.25万多人，受灾

土地 27.52万公顷，其中绝收面积 13.16万顷。灾害最重的是长春、

怀德、舒兰等市、县。9 月 15 日，中央人民政府东北水灾慰问团一

行 20多人，在团长傅作义率领下，来长春慰问灾民。18日，中共吉

林省委发出《关于救济工作的指示》。20 日至 22 日，召开全省县长

会议，讨论并部署生产自救工作。省委、省政府发出紧急通知，拨出

救灾粮食 5000吨，同时积极组织生产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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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省委发出《关于对农村镇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要求坚决纠正乱捕乱抓、重分重斗和擅自处理反革命分子财产等严重

违反政策的现象，迅速清理案犯，建立农村治安保卫委员会，使反奸

肃特成为经常的斗争任务。 

8 月 27 日：长春市人民政府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留在堂内孤

儿、寡老的控告，正式接收打着慈善招牌残害中国儿童的天主教“仁

慈堂”。9 月 1 日，长春市天主教徒召开监时代表会议，一致要求惩

办残害中国儿童的凶手。12月 21日，长春市公安局下令把隐藏在长

春市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分子高德惠、纪怀德、皮实秋、柏林（均系

法籍）等 4犯永远驱逐出中国国境。 

8月：吉林省人民政府奉令接收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 1.82万名。 

9 月 26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就全省两年来妇幼卫生工作向东北

人民政府报告。报告说，两年来，全省建立妇幼保健院 2处，妇幼保

健室 6处，妇幼保健站 71处，接生站 1064个。在保育方面，共有 4

个保育院，12个幼稚园，27个托儿所。在农村建立了 210个农忙托

儿所，1094 年互助看孩组。有 4 个县成立了群众性的妇幼卫生委员

会。全省从事妇幼卫生工作人员有所增加，现有妇科医生 28 名，儿

科医生 36 名，助产士 442 名，妇幼保健员 97 名，农村接生员 4079

名。 

9 月 30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反对

官僚主义运动计划》。决定省直机关和吉、长两市，自 9月中旬到 10

月中旬，各县级机关、各厂矿在 10 月份内，集中全党力量开展这一

 8



运动，并将这一运动作为整党的一部分。 

9月：经文化部批准，吉林省建立 6个农村电影队。1954年初，

吉林省文化局将 21 个直属电影放映队下放给各县。旋据舒兰县建设

农村放映网试点经验，在全省推行定点、定线、定场放映办法。是年

6月，在东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召开的东北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

议上，推广了吉林省的经验。1959 年，“三定”发展为“五定”（放

映地点、巡回路线、次数、场次、包场收费标准和全年收费数额），

受到中央重视。1960 年 2 月，文化部在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

上，向全国推广了吉林省的经验。 

10月 20日：全省开始秋季造林运动。至 11月 10日止，西部风

沙地区和中部松花湖周围，共栽农田防护林、沾水林、资源林、护堤

林等 7828 公顷，各种树木 4768 万棵。在全部造林中，国营造林占

13%，合作社造林占 65%，私人造林占 22%。 

10月 22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大会，动员开

展学习毛泽东思想动动。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刘锡五作了学习和宣传

《毛泽东选集》的报告，号召全省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学会运用毛

泽东思想，解决实际工作问题。 

11 月 9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动员广泛深入地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11月 10日：中共吉林省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在吉林市召开。中

心议题是：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援人民

志愿军。与会代表 401人，省委书记刘锡五作了题为《为增加生产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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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节约而斗争》的报告。会议要求，为完成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这一

中心任务，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段，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必须采取各

种有效办法，广泛地组织互助合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各级党委要

认真领导，深入开展“三反”运动。各部门要紧缩编制，改进工作方

法，提高工作效率，发扬艰苦朴素作风。 

11月：自是月至 1953年 2月，在全省农村推行普遍民兵制（建

国初期为自愿民兵制），每县组建一个民兵基干网，民兵总数达

49.6849 万人。在劳武结合、服从生产和不违农时的原则下，以民兵

干部和基干民兵为重点，进行政治军事训练。 

11 月末：在省直机关开展的“三反”运动中，经揭发检举、坦

白交待，在 21个单位，共发现问题 267件，其中贪污问题 187件，

铺张浪费问题 52件，生活腐化堕落问题 21件，因官僚主义作风而造

国家财产严重损失问题 7件。 

是月末：全省地方工业，至是月末统计，共增产节约价值 35.7749

万吨粮食的财富，超过原计划 28 万吨的 27.8%。其中省营厂矿增产

节约 23.5193 万吨粮食，市营企业完成 4.7847 万吨，县营企业完成

7.4709万吨。 

12月 25日：全省爱国增产捐献计划，除个别县和地区因认购数

额较大和受水灾较严重没有完成计划外，其他地区都于本日完成。全

省共缴款 620亿元（折合人民币 620万元），超过原定认购数目 42亿

元（折合人民币 42万元）。 

是年初：以姚依林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吉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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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厂长林华作为化工总订货代表随团到莫斯科，与苏方进行谈判，

签订了吉林肥料厂（后改为化肥厂）、染料及中间体厂、电石厂、热

电厂等建厂方案。4月，苏联专家分批到吉林省勘探工作。 

是年：由于中部地区遭受严重水灾，本年粮食产量为 468.3万吨，

比上年减少 85.6万吨。 

是年：怀德县秦家屯乡举办农民运动会，是为吉林省第一次农民

运动会。 

是年末：全省共有农业互助组 14.4798 万个，参加户数 66.1227

万户，占总农户的 69.5%，还出现 23个初级农业合用社。 

是年末：吉林省工农业总产值 16.7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 9.52亿元。

粮食总产量 468.3万吨。总人口 1039.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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