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序 言

西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 锐

《西和县人大志》（第二卷）经过编委会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劳动，

现已编纂成书。这是西和县人大机关第二次编修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志书。前一

次编修的《西和县人大志》记载了 1950年至 1995年四十五年间西和县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光辉历程。本次编纂承接前志，记录了 1996年
至 2011 年十五年间西和县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主要内容，收集了县、乡人大

行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召开重要会议，以及人事任免等方面的

重要文献，是一部集资料和资政为一体的重要志书。

十五年来，在中共西和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西和县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巨

大成绩，县人民代表大会工作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留下了深刻的脚印。 为了

存史资政， 县人大常委会按照上级有关精神， 着手编纂第二卷 《西和县人大

志》。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探索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体形式。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其优越性

日益凸显。西和县最近十五年的发展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

也是历史上所未有的。现在，深处西北内陆的西和县又迎来了大开发大发展的

良好机遇，县人民代表大会将按照中共西和县委的决策部署，动员社会各方面

力量，顾大局，做大事，维护社会稳定，统一人民意志，团结人民群众，对党负

责，对人民负责，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

讲，第二卷人大志的编纂也肩负了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总结过去，引领未来。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方略，要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依法行政，公

正司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十七大又提出“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

表”。 2009年 3月，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正案，进一步

体现了以人为本、人人平等、民族平等和地区平等的治国理念，标志着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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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民主政治向前又迈进了历史性的一步。 200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进一步明确了监督内

容、规范了监督程序、提高了监督实效。由此，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我国民主法制

建设与时俱进、日臻完善。续编人民代表大会志成为本届常委会不可懈怠的一

项责任。 为了认真扎实地搞好本志编纂，从 2009年 11月开始，我们着手编写

前的各种准备工作，2010 年 2 月， 编纂工作正式开始。 这部人大志的记述内

容，从 1996年县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始，到 2011年 1月县十五届人大六次
会议为止，共十五年。志书详细记述了我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人大代

表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人事选举任免权等三个职

权，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围绕全县工作大局，

依法管理地方经济、社会事务，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等方面的工作，重点收录了每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

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全面展现了我县政治、

经济、社会的日新月异和繁荣昌盛。

修史存志，资政为民。 该志的编写，必将为我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起到积极的推动和激励作用。在此，本志编委会向关心支持本志编纂工作

的县委、政府、政协领导和县人大常委会老领导，向为本志提供资料的县志办、

县委报道组、广电局、档案局等单位以及在本志编写校对中付出艰辛劳动的全

体工作人员、关心本志编写的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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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西和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第二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把

握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力求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西和县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阶段性历史，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分编、章、节、目 4 个层次。 全书共 7 编，22 章 69 节，总体布局按

照机构设置、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专项工作、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乡镇

人大等排列顺序，最后加附录。

三、本志以规范的现代汉语为主，采用编年体，以公元纪年，数字除引用

文、习惯语、成语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四、本志称谓、地名、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在其主要内容章节作为题目

时用全称，其余均用简称。 相关单位称谓用当时名称。

五、本志所用材料来自人大机关档案室保存的文书档案、会议记录，收录

的各类报告等均摘要叙述。

六、本志上限为 1996年 1月，下限为 2011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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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县县情概述

西和县县情概述

西和县位于甘肃省陇南市北部，自然区域上处于西秦岭南侧，长江流域西
汉水上游，东北和东面与天水市秦州区及徽县、成县相连，南面与康县、武都区
接壤，西北与礼县为邻。 全县总面积 1861平方千米，辖 6镇 14乡，384个行政
村，10 个社区，总人口 40.1 万，其中农村人口 37 万，人均耕地面积 1.5 亩，人
口密度 215人/平方千米。 县城设在汉源镇。 省道 219线和十天高速公路穿越
西和全境。

县境南北长 66 千米，东西宽 47 千米。 海拔最高点 2543 米，最低点 968
米，相对高差达 1575米，全县平均海拔 1692米。县域内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
明，年均气温 9.6℃，无霜期 149～214天，日照时间为 1842小时，降水量 533 毫
米，大部分地区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南部河谷为亚热带气候类型。 有大小河
流 8条，年径流量 12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约 1亿立方米。 在地质构造上，属
于秦岭山间断陷盆地， 地壳活动活跃， 是多地震或受地震影响较大的地区之
一，被列为甘肃省东南部主要地震监测区之一，为 9度设防区。 2008年 5月 12
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 8.0级地震，西和县被国家列为重灾县之一。

西和，是华夏人文始祖伏羲诞生地。 据《开山图》和《路史》记载，县内仇池
山，又名仇夷山，是伏羲诞生的地方。伏羲，曾创八卦，通神明，结网罟，制嫁娶，
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仇池山，在今县城南 45千米的大桥乡，山势险绝，
上有平田百顷，山之最高处，有峰壁立千仞，俗称伏羲崖，建有伏羲庙。

西和也是秦王朝发祥地。 在殷商时代，秦的祖先就居住在“西垂”，即今天
的西和、礼县一带。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和礼县交界的大堡子山地区出土
了大量高规格、高等级的文物，证明这里就是秦国第一陵园。

公元前 111年，汉武帝在县南洛谷（现洛峪）城设置武都郡，辖九县。 魏晋
南北朝时期，西和境内设立过仇池郡、南秦州、成州及上禄、水南、长道等县。其
中，北魏正始年间，在洛谷城设置南秦州，管辖六郡十八县。 隋炀帝时，设汉阳
郡，治建安城。唐代武德元年（618年）改为成州。管辖长道、上禄、同谷三县。北

宋熙宁七年（1074 年），西和隶属岷州，赵宋南渡后，吴移岷州治所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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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年，宋金议和，金人以为“岷州”之“岷”犯金太祖完颜之讳，岷州改为和

州，当时，淮南也有和州，故冠以“西”字，称为西和州。 明洪武十年（1377 年），

西和降州为县。 清康熙七年（1648年），西和直属于巩昌府（今陇西），民国初年

划归陇南道，后又归渭川道。民国 16年（1927年），西和归属天水专区。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西和划归武都专区。1956年又属天水专区。1958年西和县与礼
县合并为西礼县，西和县变为西和镇。 1960 年西礼县分设，原西和又成为县。

1985年西和县划归陇南地区（今陇南市）。

西和县是绿色生态大县、特色文化大县和矿产资源大县，被中国特产之乡

推荐暨宣传活动评审组委会命名为“中国半夏之乡”，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命名为“中国乞巧之乡”。金属矿有铅、锌、锑、金、铜、铁，非金属矿有大理石、冰

洲石、陶土、硫磺、泥煤等。 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洋芋、荞麦。 经济林果有花

椒、苹果、核桃、梨等。 县境内生长中药材 400余种，其中，半夏、柴胡、黄芪、党

参、淫阳藿等，驰名中外。

近年来，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抢抓扩

大内需、灾后重建等历史机遇，紧紧围绕“建设生态西和、文化西和、和谐西和、

活力西和，打造陇南经济强县和陇上文化名城”的奋斗目标，顽强拼搏，攻坚克

难，全县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到“十一五”末，全县生产总值 16.5 亿元，大口径

财政收入达到 1.54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2.3 亿元，全县特色农业

产值 5.78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15亿元。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城区

规划面积由原来的 9.2平方公里扩大到 18.5平方公里。 打造了川大、晚霞湖、

西苏、西马、西汉水、十石、何洛、卢六等八大新农村长廊。 公路总里程达到

1233.5公里，“三纵六横”公路网络基本形成。 高考本科上线人数 455人。 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有效实施，农民参合率达到 96.8%。 “十一五”期间，全县发

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 “十二五”时期，县委、

县政府将带领全县人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甘肃省区域发展

战略和陇南市总体发展思路，以富民强县为目标，围绕和谐与发展两大主题，

抢抓国家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关中—

天水经济区等重大历史机遇， 实施资源转化、 项目带动和城镇化推进三大战

略，实现交通建设、工业发展、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四大突破，突出特色农业、

旅游开发、社会事业、生态建设、改善民生等五个重点，强化组织、资金、资源、

环境、机制、作风等六项保障，努力推动西和县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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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县人民代表大会志

第一章 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共由 17人组成:
主任：高孔岗

高孔岗，男，汉族，甘肃省西和县洛峪镇人，生于 1938 年
1月，中专文化程度，中共党员。 1955年 12月参加工作，曾任

洛峪区武装部长，洛峪、石峡公社副主任、副书记、书记等职。

1973 年 7 月至 1990 年任中共西和县委副书记，1990 年 3 月
任政协西和县主席，1992 年 11 月任县委常委，1993 年 3 月
当选为十二届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副主任：李元录 王仲吉 何继忠 何生生 陈森林

李元录，男，汉族，甘肃省甘谷县人，生于 1941 年 7 月，

高中文化程度，中共党员。1961年参加工作，曾任西和县武装

部组训科科长、副部长。 1986年 1月、1990年 1月、1993年 3
月当选为九届、十一届、十二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8年
1月任县人大常委会正县级干部。

王仲吉，男，汉族，甘肃省西和县洛峪镇人，生于 1941
年 11月，初中文化程度，中共党员。1958年参加工作，曾任连

指导员，营副教导员、教导员、武装部副政委，西和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 1987年 3月、1990年 3月、1993年 3月当选为县
十届、 十一届、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98 年 1 月至
2002年任县人大常委会正县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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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继忠，男，汉族，甘肃省西和县人，生于 1940 年 10 月，

中共党员。1958年参加工作，曾任公社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书

记，天水市革委会副主任，西和县革委会副主任，政府副县长。

1990年 4月、1993 年 3 月当选为十一届、 十二届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1998年 1月至 2001年任县人大常委会正县级调研
员。

何生生，男，汉族，甘肃省西和县汉源镇人，生于 1938 年
9 月，中共党员。 1953 年 12 月参加工作，1979 年曾任西和县
卫生局副局长，1983 年任中共西和县委办公室主任，1987 年
3月任中共西和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3年 3月当选为十
二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森林，男，汉族，甘肃天水人，生于 1943年 7月，中专文

化程度，中共党员。1964年 8月参加工作，1969年 1月先后在
西和县红旗公社、马元公社、长道公社任秘书、团委书记、公社

副主任、副书记、书记，1985 年 4 月任西和县人民法院院长、

党组书记，1996 年 3 月当选为县十二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委 员：赵天民 县人武部部长

张志南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

李国玺 原县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郑继成 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

赵尚功 县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王希杰 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

王乘龙 县人大常委会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
卢清夫 县一中校长

何瑛（女） 县妇联主任

赵苍生 汉源镇人大主席

张生德 大柳乡丰收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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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根据《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于 1998 年 1 月 19 日，经县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县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由 18人组成。

主 任：周 定

周定，男，汉族，甘肃省西和县汉源镇人，生于 1944 年
6月，大学文化程度，中共党员。 1967年 8月在张川县中学
参加工作，并先后在西和县文卫局、县委宣传部工作；1976
年 6 月先后任县委宣传部报道组组长、 县政府办副主任、

玉泉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 10月任西和县委副书记；1989
年 3月任宕昌县政府县长；1993年 1月任陇南地区科技处
处长；1997 年 11 月任县委常委，1998 年 1 月当选为县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副主任：陈森林 胡 诚 王 鹏 张志南

陈森林，男，汉族，甘肃天水人，生于 1943 年 7 月，中

专文化程度，中共党员。 1964年 8月在西和县蒿林中学参
加工作，1969年 1月先后在西和县红旗公社、马元公社、长

道公社任秘书、团委书记、公社副主任、副书记、书记，1985
年 4 月任西和县人民法院院长、 党组书记，1996 年 3 月、

1998年 1月当选为十二、十三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胡诚，男，汉族，甘肃西和县姜席镇人，生于 1947 年 7
月，大学文化程度，中共党员。 1968年 10月在甘肃省景泰
电力提灌工程指挥部参加工作，1972 年在甘肃省工业大
学上学，1975年在甘肃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工作，1983
年任县水利电力局副局长、局长，1993 年任西和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1997 年 12 月当选为十三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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