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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自古皆然。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伟大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和地方人大

常委会设立30周年之际，《武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终于付梓

了，这是武山县民主政治建设史上的一件喜事，也是武山县人大

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武山县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实施，从1949年至今，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光辉历

程。60多年来，武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设立到探索，从曲

折到发展，历经坎坷，终于枝繁叶茂，深植于武山大地。武山县

历届人大代表和人大工作者秉承使命，执政为民，勤奋履职，敬

业奉献，为武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不懈努

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武山县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始终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紧紧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认真履行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和人事任免权，把事关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行使

权力的重点，为推进武山民主政治建设和依法治县进程，促进地

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意愿，顺应时代潮流，是党领

导人民当家做主的最好政权组织形式。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反映地方人大

工作的史料面临着遗失的境地，因此，及时抢救和保存人大工作



煎生墨叁墨垡叁太全查

史料显得尤为重要，编写县人民代表大会志书成为当务之急。基

于此，武山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机关的全体同志怀着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自2008年开始到201 1年，精心编纂，数易其稿，

终成《武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志》一书。该志书是武山县第一部记

载和反映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和发展的专志。志书共34万

多字，8章31节，70余幅珍贵图片，采用述、记、志、表、图、

录诸体，系统记述了自1949年9月武山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

开，到201 1年1月武山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

间，武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历史原貌，

客观反映了武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致力于全县民

主法制建设，推进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历

史功绩。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客观评述、秉笔直书的态度，

编辑人员力求把一部真实翔实的县人大志奉献给大家，以对推进

武山民主政治建设有所裨益。

以史为鉴，重在资政。《武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志》是首部反

映武山县国家政权建设的志书，它的编辑出版充实了武山地方志

的内容。志书的问世凝聚着武山县委的关怀和县政府的支持，倾

注了编委会和编辑人员的心血，对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做主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

借鉴武山县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不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努力开创武山人大工作的新局面，为建设富裕武山、

生态武山、和谐武山、魅力武山而努力奋斗!

武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永宏

201 1年4月



凡 例

一、本志是一部记述武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发展历程的志书。

编辑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

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

统一。

二、本志采用横排纵述、述而简议的编写方式。志首冠以序、

综述，志末附有大事记和部分文史资料，全书共分八章三十一节。

三、志书上限起于建国初期的1949年9月，下限止于201 1

年1月。

四、本志按照章、节、目、项的编排方式，采用志、述、记、

表、同等形式，以志为主。

五、本志对于专用名词的称谓在每章首次用全称，后多用简

称。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人大常委会”；“中

国共产党武山县委员会”简称“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简称“宪法”，其他如“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等，多

用简称。

六、志书中人物排序多依当时的文梢资料自然排列。

七、志书文字采用1964年国家公布的简化汉字。以公元纪

年、阿拉伯数字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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