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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为了研究、总结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历

史发展，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的重视和

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下，经过编志人员的辛勤工作，

《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志》现编纂完成。

《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志》上限为1946年4月，下限

为2001年2月。其中记载了1946年邢台市参议会、1949

年至1953年邢台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4年至2001年

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1982年至2000年市人大常委会历

届历次会议情况以及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情况和大事记，

并反映了市七届至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构成、

主任、副主任任职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沿革及人

事更迭等。通过编纂出版《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志》，对

于学习借鉴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历史工作经

验，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

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

关的作用，必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在前后历时半年多时间的编纂过程中，修志人员坚

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除依据原《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志》

(截止1988年)进行补充、完善外，又查阅了我市设立人大

常委会以来保存的相关档案，询问了有关的知情人员，收

集、挖掘、整理了大量历史资料，力求准确地反映我市人

大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但由于我们对志书编写工作缺乏
·1·



经验，难免存有一些疏漏和不足之外，希望有关领导、修

志行家和广大读者予以指正。同时，对为本志提供有关

资料、图片和其他帮助的同志表示感谢。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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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市政府各组成部门除在任

免中使用全称外，一般使用习惯简称。

七、纪年方法。用公元纪年。

八、数字用法。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

部f-1 1986年12月31 15t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试行规定》之规定。

九、资料来源。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市档案馆、机关档

案室、1988年出版的《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志》、《邢台市

组织史资料》和知情人提供的有关资料。入志资料经过

考证核实，不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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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9’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

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常设机关。
? ，’

1945年9月24日，邢台解放。25日，市政府成立，至

1949年9月，先后隶属冀鲁豫行署冀南办事处、太行一专

署、太行行署、邢台专署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到1961年

5月前，邢台市政权组织机构和隶属关系多次变化，先后

受邢台专署、邯郸专署、邯郸市人委领导。1961年5月到

1983年10月，邢台市一直归邢台专署、邢台行政公署管

辖。1983年11月，邢台市改为省辖市，直属省政府领导。

同时，市人民法院升格为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行

使省辖市人民检察院职权。1993年7月1日，邢台市与

邢台地区合并，组建成新的邢台市。
： ’

一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经

历了一个建立、发展到逐步完善的曲折历程。

1946年至1949年，实行的是参议会制度。这段时间，

只召开了首届参议会议，选举产生了议员、议长和副议

长；选举产生了行政委员、市长和副市长。
。

1949年至1953年，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

段时间，我市召开了首届共10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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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至1965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的规定，在基层政权选举的基础上，逐级召开人民代表大

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在此期间，本市依次召

开了一至五届共13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市

人民委员会(即市人民政府)。市人民委员会对市人民代

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
，

，．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此期间，国家政

治生活处于不正常状态。市革命委员会是在没有召开市

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产生的。为保持历史的连续性，

仍将市革命委员会作为我市六届人大排列下来。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在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路线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 ：，．
．

．． 1982年9月，根据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召开了邢台市七届人大

一次会议，并选举产生了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

会)，选举产生了它的执行机关——市人民政府，选举产

生了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市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

院。市人大常委会的设立，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

我市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

·．2·



第一章邢台市参议会
． (1946年4月～1949年10月)

-

邢台市于1945年9月24日解放。邢台市首届参议

会于1946年4月26日召开。会前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宣

布了《邢台市议员选举办法》。本届参议会是我市第一次

经过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充分酝酿讨论，在选举的基础

上召开的。到1949年止，市首届参议会只召开了1次会

议。 ，

，’

’

市首届参议会听取了副市长李庆伟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主要内容是：一、政府的组成及设置；二、组织群众

发展工商业，减轻人民负担；三、群众翻身运动；四、教育

工作。大会通过了三个办法：《邢台市工商业负担征收办

法》、《邢台市政府对银号临时管理办法》、《邢台市改善店

员待遇暂行办法》；通过了四项决议：《关于群运斗争的决

议》、《关于村(街)干部的决议》、《关于财经工作的决议》、

《关于教育工作的决议》；通过了《1949年的施政方针》。

参议会副参议长孟甫致闭幕词。，

市首届参议会选举产生了邢台市参议会参议长、副

参议长、议员，名单如下：

参议长：李庆伟

副参议长：孟甫

议 员：王会生窦章林 郑书堂张甫章

李庆伟赵树理王玉生路风庆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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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鹤九王永烈赵振金张景新

刘悦来李赞元、马玉魁孟甫

袁修兴杜贵清 张秀连王玉田

杨文保刘树昌 尹俊光绍先

朱庆祥袁明宣武百英武香亭

．，

． 石成林李桐崔跃先和玉印

王仁和杨保业刘在位牛淑琴 ．

， 张桂林高萍杨绅王万祥
。 王秉章

市首届参议会提出市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候选人15

人，选举产生了行政委员7人，从行政委员中选举正、副

市长各1人。名单如下： ，

市长：常化知 、． ，

： 副市长：李庆伟 ，
．

。，行政委员：李庆伟王秉章孟，甫常化知

、 贾荣秀王永烈胡鹤九 。



第二章 邢台市(镇)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

(1949年10月一1954年7月)

1949年8月，邢台专署成立，邢台市划归邢台专署领

导。邢台市自1949年10月至1953年底，召开首届共10

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省委、省人民政府批准，自1949

年10月召开的邢台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

开始，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949年11月1日，河北省

人民政府决定，将邢台市改为邢台镇，称邢台镇各届人民

代表会议。1950年12月，邢台镇并入邢台县，取消了邢

台镇建制。1951年11月，县、镇分设，又恢复了邢台镇。

邢台市两次改镇，其隶属关系未变。1953年12月，邢台

镇改为省辖市，由邢台专署监督领导。
“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市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市人民政

府召开，它是反映各阶层的呼声、要求，传达政策、联系群

众的协议机关，并为将来正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做准备。

其职权是： ．

(一)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施政方针、政策、计划及工

作情况之报告，并进行讨论，提出批评和建议。

(二)向政府反映人民意见和要求，建议有关市政兴

革事宜。

(三)向人民传达并解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
· S ·



案，并协助政府动员人民推行之。
1jj

’’

．
● ，

邢台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 一 次 会 议

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49年10

月7日召开。出席代表92人，列席20人。大会通过张

华、禾万仞、闻人斧、李燕南、袁修兴、贾秀岑、崔子仪、冀

英、王启疆、姚聚丰、李庆祥等11人组成的主席团。市长

禾万仞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作出《关于税收方案》、《关

于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关于委托常务

委员会并吸收有关部门负责领导生产节约和支援灾区工

作》、《关于筹备成立中苏友好协会邢台镇支会》、《关于以

大会名义通电拥护毛主席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关

于为农历十月十八庙会作好准备》等六项决议。-市委书

记张华作大会总结报告。会议收到并审查各类提案114

件。 i
．．．

1949年11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决定将邢台市改

为邢台镇，市人民政府沿革为镇人民政府。故自第二次

会议始，将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改为镇首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 ．

‘

ff ‘ ‘

，

， 邢台镇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二次会议

镇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于1949年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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