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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洪东成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政权组织形

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

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制度之所以被确立为

国家的政体，又在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将其发展为体现社

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同我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联系的，也是由中国的国情和特点所

决定的。 ’、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海丰人民，他们不仅

在过去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谱写出一篇篇壮丽的革命诗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祖国的繁荣

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样做出了卓

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进

行。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上，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影响

不断扩大，人大工作的前景越来越广阔。但是，我们还要看到，由于地方人

大常委会成立时间还不长，地方人大工作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同时，由于我

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富有效率、充

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还需要一个长远的共同实践的过程。因此，让

更多的人来了解和研究人大的历史，总结经验，探索发展人大工作的方法，

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

项重要内容。《海丰县人大志》的编修，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经验。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主要内

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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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

训。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

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

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

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

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

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

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

制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失误，已经确立的制度和已经制

定的法律还没有得到普遍的严格的遵守。要坚决克服各种忽视和淡化人民

代表大会地位和作用的错误观点，维护宪法所确立的根本政治制度，在实

践中坚持它、完善它、发展它，以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伟大功效。

《海丰县人大志》分列章节叙述了建国前海丰县农民代表大会、工农兵

代表大会、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和县临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国以来县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历届县人民代表大会、机构沿革、人大常委会的活动、

基层选举等，还编写了大事记及附录等共十三万余字。通过各个发展阶段，

比较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了海丰县建国前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探索、产

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反映我县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风貌。它将为我

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兴利除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继续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

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又是承前启后的一项壮举。《海

丰县人大志》在县人大常委会的关怀重视和县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下，经

过修志212作者多年的艰苦努力、反复修改，终于编修出台。在此，我谨表示

由衷的祝贺。是为序。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如实记述海丰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和

现状。

二、本志正文记叙上溯至1 922年海丰县农民协会，下限延伸至1992

年3月20日海丰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止。重点记述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事物。

三、本志记载范围，以解放后海丰县的行政区域为依据。1988年国务

院批准汕尾建市析县，划出汕尾、田嵫等7个镇为汕尾市城区后，则以新划

定的海丰县行政区域记述之。

四、本志除开始的概述和末尾的附录外，正文共分3篇9章35节。一

般采用横排竖写的形式记述。此外，为便利查阅，还以编年体的方式，按年

月顺序编列了大事记。
‘

·

五、本志一律以公元记年，且采用阿拉伯数字；所用之数字除历届人代

会届次、附录中重要文件资料以及一些记述，为保持历史原貌仍用汉字表

示外，一般亦用阿拉伯数字。

六、本志行文中，为减少文字篇幅，一些地方采用了简称，如“人大”系

人民代表大会之简称；“人代会议”系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之简称；“×届人大

×次会议”系第×届人民代表大会第×次会议之简称；“人大常委会”系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简称；“省人大代表’’系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之简称；“一府二院"系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和县人民检察院之简称；

“换届选举”即当选代表及政府成员任期届满，按选举法规定，须重新选举

新一届人大代表及政府成员等。

七、本志收录人物姓名，凡属同一人使用不同名字用字(谐音字)者，一

律按其现今习惯使用的姓名写法改正之。
‘

八、本志采用的资料，大部分出自县档案馆、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存档

资料及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少部分为口碑资料。文中引用的一些法规、法

令及其他法制资料，在文字记述中作了注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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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概 述

海丰地处粤东沿海，历史悠久。1987年全县总面积2151平方公里。全

县辖21个镇、3个乡、4个国营农林场、1个水库，人口86．5万人。1988年

3月，汕尾建市析县后，辖14个镇、3个乡、4个国营农林场、1个水库，总面

积1750平方公里，1991年底人口62．8万人。

(一)

海丰是全国著名的13块老革命根据地之一，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

史。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优秀共产党员彭湃同志为代表的一

大批共产党人，就在这块土地上发动了举世瞩目的海丰农民运动，从“六人

农会”开始，创立了“赤山约农会"、“海丰总农会"、“惠州农民联合会’’等组

织机构。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共海陆丰地委获悉消息

后，采取了果断措施，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

海丰人民高举义旗，于四、九、十月先后三次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同

年11月18日至21日在红宫召开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彭

湃作的政治报告和没收土地案等8个决议案。大会充分发扬民主，选举13

名苏维埃政府委员，组成海丰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是全国最早的较为完善的劳动人民代表大

会。它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

形。正如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电》中指出：“这种举动，是中国前古

所未有的，即世界上，除苏俄外，亦是第一次。这种壮举，实开中国无产阶级

、革命的先声"。

抗日战争时期，海丰人民在中共海陆丰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于1945年

3月在赤石召开各乡村民主政府参加的各界人士代表会议，成立三区(鹅

埠、后门、赤石)第一个抗日民主区政府。同年6月，在赤石召开县各界人士

代表会议，成立海丰县抗日民主政府，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巩固

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海丰人民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1947年11月．，鹅后赤革命根据地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成立鹅后赤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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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卫委员会。1949年2月1日，中共海丰县委在赤石大安峒召开海丰县

临时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海丰县人民政府。为迎接海丰全面解放，统一全县

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和县临时人民

代表会议，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二)
‘

· 1949年10月11日，海丰县城解放。11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攻

占龟龄岛，海丰全境解放。

海丰解放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中共

海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界人民选派出自己最信任的代表来参

·与管理地方国家大事，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从

1950年4月到1953年5月，海丰县共召开了8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

产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 第一至第八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它在团结全县人民，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恢复经济，发展生

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援抗美援朝；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密

切政府和群众的联系；改进政府工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大事情上，都

发挥了作用。同时，也为召开由人民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创造了条件。
‘

(三)
I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召开由人民普选产生

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2月11日，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八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关

：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海丰县于1954年4月进行解放后首次人民普选

，代表的基层选举工作。在胜利完成基层普选的基础上，于1954年6月召开

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至1963年9月，共召开了5届7次县人

民代表大会会议；9年之间，共进行了每届任期2年的5届基层选举工作，

并依法选举产生第一至第五届海丰县人民委员会。
’

从1954年6月县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到1957年1月县二届人大一次

会议，是我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工作比较活跃的三年。这期间，人大

工作逐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得到发展。人民代表大会认真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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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宪法赋予的职权，努力贯彻落实党和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有，

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推动了全县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九年时间里，海丰县人大制度建

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

“左"倾思想日益严重，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出现不正常情况，使人大

工作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影响了民主政治和法

制建设的进程；“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使我县的国民经

济遭到严重挫折。人大会议有时不能按期召开，宪法规定的人大职权的行

使受到影响。1962年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我县人大工作

和建设有所恢复，但也没有达到1957年以前的水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文化大革命”爆发。
。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冲击了一切领域，十年动乱使我国的社会

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此期间，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约法

律依据的宪法被践踏，失去了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公民活动的普遍约束力；

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县人民代表大会停止了活动，1 966年底开始，县

政府工作机构陷于瘫痪，被集党、政、军、审判、检察于一身的革命委员会所

取代。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起码的保障，人治取代了法治。

1 966年9月，曾成立第六届县选举委员会，筹备换届选举工作，因受

“文化大革命"浪潮冲击，换届选举工作未能开展。1976年10月“文化大革

命"结束。经过几年的拨乱反正，至1980年5月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和地区

行署的统一部署，在中共海丰县委的领导下，成立县选举委员会，开展选举

县、公社第六届人大代表的工作。由于当时出现严重的走私贩私活动和其

它原因，选举工作曾三度停顿。至1983年1月，根据上级指示，调整了县选

举机构，选举工作又继续开展，2月，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

作才告结束，3月召开了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此次大会的

议程，经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同意，没有选举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县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领导成员，只选举出席省第六届人大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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