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0年) 

195 0 年 

 

1 月 16 日：召开吉林省第一次工矿会议，工业厅厅长周子明作

了 1949年工作总结与 1950年工作计划的报告。会议确定了 1950年

工矿企业具体生产计划，要求扩大为农民服务的生产，提高劳动效率，

实行科学民主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实行统一供销等。 

1 月 19 日：东北人民政府电令，同意任命于克、徐元泉为吉林

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 月 23 日：东北地区第二届水利工作会议于沈阳市召开。会议

确定全区本年建设 20项大型水利工程，总投资为 13.5万吨粮食。其

中吉林省洮儿河筑堤工程投资 2600吨，前郭旗灌区投资 3000吨，珲

春灌区投资 3600吨。 

1 月 24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

财产处理办法通令》。通令指出：凡系一贯道等封建会道门的公产，

一律由政府没收，其私有财产，均不得没收。己决定没收的工厂、商

店，除带有投机及不正当者外，一律由市，县人民政府继续经营，不

得停业。经营所得利润，应全部或大部分用于游民的劳动改造与其他

社会公共事业。 

1 月 27 日：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公布中朝两国签订的关于邮电

的 3个协定。其中通邮协定规定：吉林省的辑安（集安）县邮电局与

朝鲜的满浦局、图们邮电局与朝鲜的南阳局为通邮交换局。同日，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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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龙井、图们、石岘邮电局与朝鲜有关邮电局开办朝鲜文电报业务。

12月，龙井至朝鲜会宁的边境电话开通。 

1 月 28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第一次全省党员代表会议。参加

会代表 234人。省委副书记李德仲作了《关于 1949年几项主要工作

的基本总结和 1950年的任务》的报告。会议确定，1950年仍以恢复

和提高农业生产为中心任务，争取增产粮食 51 万吨，同时增加城市

工作和工业建设的比重，加强对商业与合作社的领导，组织城乡交流，

保证完成国家财政任务。 

1 月 30 日：吉林省中苏友好协会召开各市、县友好支会干部联

席会。会议要求在全省广泛开展中苏友好活动，加强宣传，扩大组织，

发展会员，在现有会员基础上（全省已有会员 13.1万人），发展会员

30万至 50万人。 

1月：根据东北人民政府指示，省内各企业开始进行工资制度改

革，将原来的 13等 39级工资（工人为 8等 24级）制改为 8级工资

制，工人的工资有所增加，企业内部的工资差别更趋合理。 

2月 1日：《吉林工农报》改为《吉林日报》。 

2 月 10 日：吉林省农业厅召开全省农业技术推广会议。决定在

全省推广 6种新式农具，共 2.099万台；推广粮豆优良品种 280万公

斤。 

2 月 16 日：吉林市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大会。

各界代表和苏联侨民 1000多人参加了大会。 

2 月 18 日：省政府颁发“为实行企业会计独立，建立新的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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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及现金信贷中心的通令”。 

2 月 28 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副总理等从苏联

访问归国途中经哈尔滨到长春市。在长春市银行会议室，毛主席等听

取了中共长春市委书记刘亚雄的工作汇报。毛主席就恢复生产、发展

经济、城市建设和进城后应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等问题做了

重要指示。 

是日：吉林省首届农业生产劳动模范大会在吉林市召开，出席会

议的劳动模范 350人，部分劳模代表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2月：中共吉林省委主办的《吉林工农报》（1946年 6月，由《农

民报》、《工人报》与《吉林日报》合并为《吉林工农报》）改为《吉

林日报》。1954年 9月，因吉林省会迁往长春市，《长春新报》停刊，

与《吉林日报》合并。1955年《吉林日报》创办《吉林农民报》。1956

年 3月，中共长春市委决定出版《长春日报》。 

3月 8－13日： 全省林业劳动模范大会在吉林市召开。 

3 月 10－14 日：全省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吉林市召

开。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 

3 月 25 日：召开吉林省国、公营工会工作会议，讨论“创造新

纪录运动”和企业管理民主化问题。会议要求把“创造新纪录运动”

引向改革技术，改善劳动组织，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民主化管理，

保证完成生产任务。自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以来，仅据 47 个较

大企业统计，共涌现先进生产者 5205人，创造新纪录 1559项，创造

价值 270亿元（东北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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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吉林省邮电管理局组建两个施工队，参加北京——莫斯科

国际电信电路架设工程，12 月竣工。吉林施工队超额完成任务，被

东北邮电管理总局评为先进队，为开通我国第一条国际通讯电路做出

了重要贡献。 

是月：东北大学取消院的建制，设立教育、政治、中文、历史、

俄文等 12个系，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经过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

该校很快成为全国重要的高等师范教育基地之一。 

是月：吉林省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对

组织本省创作队伍、发展文艺创作起了推动作用。会后，全省出现了

文艺创作的热潮。公木的诗集《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丁耶的长诗

《公粮颂》、董速的短篇小说集《孙大娘的新日月》、舞蹈《红绸舞》

等一批优秀作品相继问世。1951年 8月，《红绸舞》在柏林第三届世

界学生与青年联欢节上演出，荣获一等集体表演奖和金质奖章。 

4月 5日：吉林省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吉林市召开。出席

会议代表 353名。会议通过了吉林省 194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 1950

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任务的报告；选举产生了吉林省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选举李德仲为主席，周持衡、关俊彦、张德馨

为副主席。在吉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由

26人组成的吉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周持衡为省人民政府主席，

于克、徐元泉为副主席。 

4 月 12 日：省委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严厉镇压反革命的

指示》精神，讨论镇压反革命和召开城工会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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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东北人民政府任命于克兼任吉林省人民检察署检察

长，负责组建省人民检察署工作。10 月 1 日，吉林省人民检察署正

式成立。12月 18日，任命刘文为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4 月 24 日：吉林铁路局吉林列车段“群众号”客运车长李静华

荣获东北铁路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和特等奖章。7 月 30 日，李静华被

选为吉林市人民政府委员。 

4 月 25 日：为实施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双方代表在北

京议定，自是日起，正式成立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作为两国在中长铁

路移交中国前共同管理该路的机构。双方按照平等原则，确定余光生

为理事会主席，古塞夫为监理会主席，并决定每隔一年由双方代表轮

流担任上述职务。 

5月 1日：全省各地工人、青年集会庆祝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五

一”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吉林市 4.5万多各工人和青年参加在

北山运动场举行的庆祝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长春市召开 10 万人

参加的庆祝大会，7 万多人接受检阅。延吉市也召开了有 1.7 万多人

参加的庆祝大会。 

5 月 17 日：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长史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吴溉之等一行 20多人来吉林省检查司法工作。20日，省人民法院、

省妇联召开省直、市直机关、团体、学校等 1000多青年参加的大会，

史良、吴溉之就婚姻法等问题作了讲话。 

5 月 19 日：为加强经济建设的计划性和组织性，省人民政府决

定成立计划局。7月 1日，计划局撤销，成立省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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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1953年 4月 18日，改为财政经济委员会。 

5 月 22 日：为加强政府工作的计划性和准确性，省人民政府决

定成立统计局。 

是日：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莫斯科列宁共产主

义青年团团委书记西佐夫为首的苏联青年代表团一行 5 人抵吉林市

参观访问。吉林省和吉林市党政主要领导以及各界青年代表 2000 多

人到车站欢迎。 

5月 26日：《吉林日报》报道：吉林省总工会向全省职工发出号

召，要求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献工、捐款、救济上海失业工人，帮助

他们渡过暂时困难。至是日止，全省共捐现款 66.5亿元(东北币)。 

5 月：根据中央《关于建立收音网的决定》，吉林省开始组建收

音网。至 6 月末，长春市己建立 124 个收音组织。至年末，全省 22

个县全部建立了收音站。 

6月 1日：省营吉林化学工厂修复完毕，开始投产。该厂计划月

产特高变压器油 160吨，变高变压器油 40吨。 

6 月 5－7 日：全省民政工作会议在吉林市召开。会议讨论了如

何提高县、村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问题。 

6月 21日：港澳工商界观光团一行 40余人，在团长黄长水率领

下来吉林省观光。22 日，长春市工商业联合会与该团就劳资关系、

公私关系等问题举行了座谈。 

6月：吉林铁路局工务段营城养路工区养路工田忠林、王显庭、

靳福 3人创造了“石碴倒筛法”，提高工作效率 40%以上。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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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 3人分别被评为一二三等劳动模范，铁道部还命名“石碴倒筛法”

为《田忠林倒筛石碴法》，并向全国铁路系统推广。 

6 月底：省委发出《关于整风运动计划》，要求各级党委把整风

运动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平享乐思想，

增强党性，贯彻党的政策，提高工作效率。 

6月末：吉林省私营工业普查填报工作结束。全省共有私营工业

6144户，工人 2.3645万人，其中雇佣工人 1.0798万人，占 46%。在

私营工业中，机器工业有 2264户，手工作坊 3880户，分别占 36.8%

和 63.2%。 

7月 3日：吉林省首届文艺竞赛大会在吉林市开幕。参加大会的

有吉林、长春、延边、榆树、舒兰等市、县的 20余个单位。 

7月 8日：国营开山屯造纸厂开始恢复生产。在恢复生产的 3个

月中，月月超额完成任务，机械运转率从 64%提高到 90%。 

7月 10日：《吉林日报》报道：吉林省自各地银行与合作社结合，

建立农村信用部以后，大量吸收农民手中的游资余粮，扶持了农副业

生产，改善了农村中不合理的信贷关系，打击了高利贷者。至 5月末，

全省已有 14 个县建立起 42 个信用部，吸收存款 26.9 万元(东北币),

存粮 26万公斤。贷款 31.2万元，贷粮 12.5万公斤。 

7 月 12 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

示》，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省直机关负责人会议，对这次整风运动作了

具体部署。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

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内存在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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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以及少数人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要密切党与人

民群众的关系，加强党性，提高工作效率。这次整风拟到 11 月中旬

结束。 

7 月 14 日：中国民主同盟吉长（吉林省和长春市）支部临时工

作委员会成立。关俊彦为主任委员，杜若君为副主任委员。11 月 22

日，民盟吉长支部筹委会，在民盟东北总支部主任委员高崇民主持下，

在长春宣告成立。关俊彦、杜若君、聂恒锐、丁克全为筹备委员。 

7 月 19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

朝鲜运动周的指示》，指出：吉林省与朝鲜隔江相望，是抗美援朝的

前沿。美国侵略者己向中朝边境鸭绿江、图们江进犯，而且在吉林省

境内进行空袭，使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此，确定本月 23 日至

29日为反美运动周，党、团员和党外人士应积极参加宣传活动。 

7 月 26 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吉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吉

林市召开。团省工委书记李明作了建团以来工作总结报告。大会号召

全省团员、青年发扬革命传统，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到恢复与发展

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和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中去。大会选举产生了青

年团吉林省委员会，李明当选为团省委书记。 

7月 27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执行八级制工薪的通知》。

决定调整公营产业工人、技术人员工资，即在 1949 年实际平均工资

的水平上，平均提高 8%。新的工资标准，由 3月份起执行。 

8 月 15 日：吉林铁路局培养的第一批女列车乘务组（包括客运

车长、运转车长、行李员、列车员），开始单独执行任务。翌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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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列车段成立了“三八”客运包乘组。 

8月 27日：上午 10时 15分，侵朝美军军用飞机 P—15  3架、

蚊式轰炸机 1架侵入辑安（集安）县上空，在望江楼车站上空向 7582

次列车扫射 5分钟；在临江上空扫射列车 7分钟。击毁机车 2台，客

车 1辆，行李车 1辆，守车 2辆，机务段员工 1人受伤。 

8月：据统计，全省共建常年坚持学习的民校 1.0854万所，学员

64.64万多人（女学员 32.69万人）。1952年，全省贯彻速成识字法，

扫盲速度加快。至 1958年 6月，在全省 311万青壮年农民中，已有

226万人摆脱了文盲，脱盲率达 72%。 

9 月 11 日：经省人民政府讨论通过，吉林省出席全国工农兵劳

模代表会议的农业代表为：劳动互助代表蛟河县韩恩，榆树县刘秉礼，

延吉县金时龙；畜牧饲养管理模范代表永吉县王泽民，德惠县孙福成；

合作社模范干部代表汪清县公方滋。 

9月 14日：由 30个国家青年组成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一

行 38人到长春访问。 

9 月 26 日：吉林省第一届劳模大会与吉林省省第二届工代会同

时在吉林市召开。出席大会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 265人。中共吉

林省委书记刘锡五、省工会主席肖靖分别作了《关于吉林省工人运动

当前任务的报告》、《对两年来恢复与发展生产中的工会工作的报告》。

大会选出先进集体 28个，劳动模范 257人。 

9 月 27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关于紧急动员民工修敦化、永吉

两处飞机场的通知。决定在全省动员民工 1万人，大车 1000台，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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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完成这一紧急战勤任务。 

9月：西安矿务局（辽源矿务局）富国煤矿三井八一采煤组组长

施玉海出席全国工农兵劳模代表会议，被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在翌

年召开的全国煤矿安全生产会议上被树为全国煤矿安全生产旗帜。施

玉海旋被选为吉林省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是月：东北人民政府决定，将东北行政学院改名为东北人民大学，

校址定于长春市。该校为建国后在东北地区建立的第一所正规化的综

合大学。 

是月：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倡议下，国家文物局组建的东北

考古发掘团，在斐文中教授率领下，于吉林市郊西团山、骚达沟、东

团山、猴石山一带，对原始社会的遗址和墓葬进行调查和发掘，清理

20 座石棺墓，出土一批石器、陶器，取得重要学术成果。此后，吉

林省博物馆和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又进行多次清理和发掘。在省内外

考古工作的努力下，确定了吉林省第一个青铜进代的古文化——西团

山文化。 

10月 1日：吉林市和长春市分别举行有 5万人和 10万人参加的

第一个国庆节庆祝大会，会后进行了游行。九台、德惠、磐石、敦化

等县城举行了上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 

10 月 3 日：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延边歌舞团前身）与西南各民

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和内蒙文工团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歌舞晚会上

演出。演出结束，毛主席接见了演员并合影留念。毛主席又赋诗《浣

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1年，该团深入到和龙、龙井、延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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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等地，向民间艺人学习，在即将失传的“农乐舞”基础上，创造了

“手鼓”和“弓舞”。后经反复修改，创作出新“农乐舞”，受到省内

外好评，该团遂成为享为誉国内外的专业文艺表演团体。 

10月 10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军事部举行全省人民武装抽阅大会。

会议要求加强自卫队建设，搞好防奸、防盗、防特、防匪工作，保卫

经济建设，巩固国防。 

10月 12日：吉林省各人民团体反对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和对我国

进行空袭击，发表“反对美帝扩大侵略战争”的书面声明。 

10月 14日：20点 45分，美国飞机 1架侵入辑安县上空，沿鸭

绿江侵扰我复兴村、大甸子、夹皮沟、江口村、孤山子村等。美机侵

入我国领空达 15公里。 

10月 15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动员开展抗美援

朝运动。会议要求依靠群众，加强生产，积极支前，把工业生产和战

争需要结合起来，加强对人民武装领导，作好防空、防奸和肃清土匪

工作。会议还布置了战勤、扩兵和救灾等工作。 

10月 16日：省委、省政府和省总工会联合召开省营工矿代表会

议，进行由和平生产转入战时生产的思想动员。 

10月 25日：榆陶（榆树到陶赖昭）铁路修复完工，全线通车。 

10 月 30 日：范家屯糖厂经过 18 个月修复，正式投产，该厂增

添许多设备，提高了回蜜率，由过去生产绵白糖改为生产一号纯砂糖，

日处理甜菜 250吨，成为当时吉林省最大的地方企业之一。 

10 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秘书长林伯渠来吉林省视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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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净月乡红星村看望了土改后的翻身农民，视察了丰满发电厂。 

11月 3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反美宣传动动的指示》，

要求各地更加广泛深入地在群众中进行反对美帝侵略、保卫祖国安全

的宣传鼓动运动，并结合城乡打击敌特造谣、反对奸商投机和镇反运

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支援战争，完成各项生产任和工作任务。 

11 月 8 日：为了抗美援朝，支援志愿军，吉林省人民政府决定

组建基干担架队 500副，每副担架由 6个组成，共计 3000人。 

11月 11日：为补充志愿军主力部队，中共吉林省委、省人民政

府发出《关于扩兵工作的指示》。决定在全省扩兵 2.295 万人,凡年满

18岁至 28岁的农民、学生、失业工人等，都可报名参军。全省立即

掀起报名参军热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青年民兵几乎全部报了名。截

止 1953年 7月，全省 44个县（包括 1954年划归吉林省的县、市），

有 8.0924万名民兵和青年参军。 

是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决定在长春、吉林两市及其火车站设立志

愿军伤员招待站，并兼管支前家属接待工作；并在陶赖昭、磐石、蛟

河、敦化、明月沟（安图）、春阳（汪清）等火车站增设伤员招待站，

兼管支前家属接待工作。 

11月 1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吉林分

会成立，关俊彦任主席。 

11月 17日：美军飞机对吉林省边境地区的和龙县勇化区富岩村、

崇善区古城村、延吉县三合区清泉村连续进行轰炸扫射。 

11月 22日：辽源煤矿中央竖井破土动工。该项工程因未经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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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缺乏整体设计而拖延了工时，造成极大浪费。1953 年后，由

于总结了经验，加速了工程进度，创造了日进尺 57 米的全国最高纪

录。1955年 10月 16日，经国家验收，开始试生产。 

11 月 28 日：《吉林日报》报道：吉林省捐献寒衣救济皖北等灾

民工作基本结束。全省各界人民共捐献 11.1万多套寒衣。 

1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吉林省公

安、司法机关于是月开始，依靠广大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

命活动。次年夏秋两季进入高潮，从 6月 15日至 10月 15日，查获

并依法惩办反革命罪犯 4000多人，杀掉一批罪大恶极的“东霸天”、

“西霸天”，对确有改悔表现者从宽处理。 

是月：吉林省妇联发表《告全省妇女书》，号召“全省妇女姐妹

们积极行动起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随后，许多妇女报名参加

了医务、文艺工作队，仅吉长两市就有 1151 名妇女参加了输血队，

还有许多妇女踊跃参加照顾伤员、修筑机场、铺设公路、制做军衣等

支前工作。 

是月末：吉林省卫生厅从年初至是月末，先后在农安、长春、乾

安、扶余动员医务人员 550名，参加扑灭和防治鼠疫工作。共发现鼠

疫患者 243名，治愈 115名，死亡 128名。 

12月 7日：11时 32分，美机 11架侵入辑安县上空，轰炸江桥

及其附近地区，2名行人被炸伤。 

12 月 9 日：长春市 8 万多人举行游行，欢呼志愿军和朝鲜人民

军光复平壤。全市各界人民连日开展慰问活动，仅 47 个单位就献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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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万元（东北币），写慰问信 1000多封，还捐献许多慰问品。 

12月 15日：为使国家财产免遭侵朝美军破坏，东北人民政府决

定将辽宁省安东橡胶厂迁往长春。是日，建厂工程在长春动工，次年

1月 20日竣工，2月正式投产。当年生产胶鞋 370万双。搬迁后改名

为国营长春第八橡胶厂。 

是日：延边 5县首批参加志愿军的 1400名青年开赴朝鲜前线。 

12月 22日：6月 15分，美机 1架侵入长白县八道沟区上空俯冲

扫射，投掷炸弹，炸毁区政府房屋，伤亡各 1人。 

12月 28日：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成立吉林省人民防空委

员会，下设人防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随后，全省各地相继建立起

各级人防领导机构。 

是年：吉林省各族人民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斗争，全省抽调 5000

名干部参加抗美援朝工作，有 8 万人参军，11 万人参加国防建设、

运输和担架等战勤工作。 

是年：吉林省除新建扩建许多工厂外，还从上海迁入了搪瓷、制

罐、日用化工和玻璃 4个工厂。 

是年：长春市在“大满制药厂”基础上，建立了长春化学制药厂，

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吉林省第一家国营业制药厂。 

是年：吉林省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延吉县陶器生产合作

社成立。 

是年：延边人民出版社成立，为新中国成立后吉林省建立的第一

家出版社。该社与延边教育出版社（1947年 3月建立），是当时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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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重要出版部门。 

是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拨款维修农安辽塔。1953 年、1983

年省政府两次拨款，大规模维修农安辽塔，遂使古塔恢复原貌，得以

保存至今。 

是年：东北电影剧院制片厂（1955 年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生

产 13部故事片，成为长影发展史上一个繁荣的年头。1951年 3月举

办的全国国营电影制片厂新片展览月放映的 26 部故事片中，东影占

13部。其中《赵一曼》、《钢铁战士》、《白毛女》等，颇受群众好评。

《赵一曼》和《钢铁战士》参加卡罗维发利第五届、第六届国际电影

节，分别获演员奖和和平奖。长影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是年末：全省有农业互相组 14.4798万个，参加互助组的户数达

66.1227万户，占总农户的 57.7%。 

是年末：吉林省人民政府建立“关于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

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专门登记处”。接着，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了办理宗教团体登记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基本查清了全省各种宗

教的建筑物、财产、教职人员及其活动状况。在此基础上，宣布一切

外国“传教会”、“差会”的在华财产、房屋，全部移交中国天主教、

基督教接管；宣布各教原来所属的房地产属于社会公有，归各寺庙、

宫观使用。为在天主教、基督教中开展爱国运动，实行自办教会，搞

好“三自”（自治、自养、自传）奠定了基础；为在佛、道、伊斯兰

教中开展宗教制度中的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压迫创造了条件。 

是年末：吉林省工农业总值为 15. 17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 9.6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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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粮食总产量 553.9万吨。总人口 1029.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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