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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安乡，历史悠久，文明源远．。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文

化传统。为了“志载盛世”，我们乘着编修社会主义第一代新方

志的春风，组织力量，着手编纂《安乡县地方田家权力机关

志》．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安乡县第一部地方圈家权力机关

志终于问世．
。

’

《安乡县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志》是在中国共产党安乡县委

员会和安乡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新老人大

工作者的关心支持和县修志业务部门的帮助指导下煽纂的．

编纂人员常年不懈，辛勤耕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翔实地辑录了安乡县民主政治建设

的史料，全面地记述了安乡县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过程，浓墨

重彩地记载了新中国建立后安乡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建

发展，实事求是地揭示了安乡县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经验

与教训，是安乡县各级党政领导和人大工作者进一步加强和

改善民主政治建设的通鉴．全志8章25节，卷首设概述、大事

记，卷末设附录，后记，横排竖写，门类齐全，顺着历支脉膊，记

兴亡，表盛衰，具有思想性、科学性、真实性、资料性相统一

的特点和。存史、资治、教化”的效能．

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

人大工作的前景是非常广阔光明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更加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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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祝愿全县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发

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完善。 ·一

张爱亲

199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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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安乡县第一部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志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是全县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安乡1949年7月30日解放后，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

个崭新的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主政治建设取得

了更加突出的成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

制度，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90年代初，安乡县第十一届人

大常委会即着手修志工作，组织力量，加强领导，为《安乡县地

方国家权力机关志》的编纂、出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

前提下，编纂领导小组和编辑人员不辞辛劳，精益求精，圆满

完成了志书编纂任务。现在的这部志书本着存真求实、详今略

古的修志原则，着重对我县建国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和

成果，以及历届人大工作者、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所创造的工

作实绩和经验，进行了比较科学、全面的记叙和总结。这是人

心所向，众望所归。无可置疑，《安乡县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志》

的出版发行，对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全县民主

政治建设，必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今天，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

确领导之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将得到进一步保障，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果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权力机关

的地位和权威将得到进一步提高。我们一定要高扬宪法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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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发挥政治优势，努力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李承武

1995年7月1日



凡例 5

凡 例

一、本志属安乡县志丛书，定名《安乡县地方国家权力机

关志》．

二、本志按照《安乡县志》的编纂指导思想和原则进行编
I

纂。

三、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采用章节体，一般分章、节、

目三个层次．

四、本志断限，上起民国元年0912)，下迄公元1992年，

详近略远，重点记述新中国建立后的史实，部分章节适当上溯

与下延。
· 五、本志兼采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概述为纲，

大事记为纬，志为主体，横排门类，竖写史实．

六、本志按《安乡县志行文通则》行文。

。七、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研究室、图书室、湖南省档案馆、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政协图

书室、常德市档案馆、常德市图书馆、安乡县档案馆、县人大常

委会机关档案室、县政协委员会档案室，部分资料为采访的口

碑资料．史料均经考证，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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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安乡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在它的近代史上，这

块美丽富绕的“鱼米之乡”哺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民主志士．在

1909年一1992年的80多年间，安乡县民主进程的发展，由旧

中国的民主斗争到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从人

民争取民主上升到当家作主，掌管地方国家权力，几经曲折，

历尽艰辛。清朝末年，西方的议会民主渗透到中国，民主呼声

浪潮迭起，仁人志士不断涌现，然而，争取民主的愿望仍是泡

影。民国初期，县虽然成立了议会，但议会成员多来自于地方

贵族、土豪劣绅和剥削阶级，不能真正体现民意，也未能推进

安乡的民主进程。其后，几经战乱和日军入侵，民主建设停滞

不前。至民国35年(1946)1月才成立安乡县参议会。后来国

民党当局数次通电文示，限制参议会活动，禁止参议员言论自

由，县参议会沦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多次炮制决议，维护

封建专制统治，反对中国共产党，扼杀革命，阻遏人民翻身解

放，走向了民主政治的反面。

1949年7月30日，安乡和平解放。8月，成立安乡县人民

政府，至1992年的40多年间，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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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事业和其他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人民当家作

主，掌握了地方国家权力，民主政治建设步入了新的历史里

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回

顾安乡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过渡初

创、削弱停滞和恢复发展3个阶段：

1949—1957年，为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过渡初创阶

段。建国之初，采取聘请、推荐、特邀等多种形式，产生县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组成安乡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起政治协

商作用，并逐步向人民代表大会过渡。安乡县首次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于1950年2月召开，历经两届，举行七次会议。1954

年3月，根据国家颁布的宪法规定，基层实行普选，产生安乡

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成安乡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因当年全县遭受特大水灾，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忙于

抗洪救灾和重建家园，未能召开代表大会，经请示上级同意，

延至1955年4月召开，至1 957年，历经两届，全县政治生活

日趋民主化，代表参政议政意识不断加强，大会活动逐步规

范。

1958一1976年，为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削弱停滞阶

段。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民主作风受到雎抑，代表受

剑束缚，代表大会活动日趋见少，会议不能如期举行，第三届

至第五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均只举行一次会议。后期更为涣散，

以致换届选举工作也不能正常进行，第四屑和第五届县人民

代表大会均延达四年之久。1968年，县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换

届，正值“文化大革命”峰期，民主和法制建设遭到干扰、破坏，

选举工作尢法进行，县人民代表大会停止活动，直至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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