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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立违／打-f
、 、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走向成熟完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走过半个

多世纪的历程，其常务委员会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时候，东平县人大常委会为系统总结人大

工作，推动人大干部职工学法用法、勤政为民活动，全面提升县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

权的水平和档次，编写了《东平县人大志》。该《志》的编辑出版是东平县权力机关建设和

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全省人大工作的喜事，也是为宣传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做的一件好事、实事。

该《志》翔实记述东平自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建政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

人民翻身求解放和一步步走向当家作主人的历史进程，记述了东平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在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实现人民政治地位上的真正当家作主，以及推进依法治

国、治县诸方面的历史及现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地方权力机关建设的资料全书。它具有很

高的存史价值；在权力机关建设和依法履行职权的实践活动中必将为领导决策提供借鉴和依

据； 《志》书中对广大人民群众由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得解放成

为新中国的国家主人，并参与讨论和决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事务的真实记述，是对广

大群众进行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乡土教材。

东平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同志的故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平县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探索、过渡到正式建立和日臻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贯穿始终的是中国

共产党是人民救星，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当家作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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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我国的根本政治制

度)具有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该《志书》无疑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颂扬和讴歌，

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讴歌，起着凝心聚力的积极作用。

当前，全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大好时期，难得的历史机遇要求我们开动脑筋，做好稳

定、发展这篇大文章。总结、完善和宣传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凝心聚力谋发展，对于

推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必将起到积极作用。《东平县

人大志》的编写对于上述问题所做的积极探索和取得的有益成果应予以肯定。

当然，县级人大志的编写中有些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讨，但东平县人大常委会从总结、

推进人大工作为出发点走出了一条县级人大志编修的路子。各地从事人大工作的同志们、史

志界专家、学者应该读一读《东平县人大志》，总结、研究一下他们的作法，开拓思维，采

取有效途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地位、权威及依法履行职权的水平、

档次，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和责任心。为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做出新贡献。



序

中共东平县委书记 剃甄
-

《东平县人大志》的编纂工作，在省、市各级的关怀和指导下，在有关部门和部分老同

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编撰人员的不懈努力，现予出版印刷。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盛事，也

是东平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我代表中共东平县委向关心支持《东平县人大

志》编修工作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及修志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编纂《东平县人大志》，记载东平人民六十多年

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以及建国以来艰苦奋斗，拼搏创业的历史功

绩，以留传后世，鉴往知来。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和东平人民多年来的愿望。东平县人大常委会基于这种需要和愿望，编

纂这样一部既承上启下，理顺左右，又体现本县特点的人大百科全书，确实经历了一个精心

策划，潜心探索，用心笔耕，全心投入的艰苦过程。该《志》如实记述了1939年东平县各界

人士代表会议、1949年东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1954年东平县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之后的历

程。特别是详细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81年成立县人大常委会以来，东平县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各项职权，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保障改革开

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探索前进的历程。客观、真实、全面地展现了东平人民在党

的领导下，由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奴役地位到翻身解放、作新中国主人的奋斗轨迹。充

分体现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完全适合我

国国情和具有极大优越性的根本政治制度，显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东平县人大志》是我县第一部地方人大专业志书。该志书观点正确，内容翔实，体例

完备，脉络清晰，是一部将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融为一体的地方人大史书，是具有重要

“资政、存史、教化”价值的上乘之作。它的问世不仅填补了我县人大史志编纂工作的空

白，为东平县留下一部政权建设方面的珍贵史料，更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

据，为从事人大工作的同志丰富专业知识，做好本职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优秀范本，为今

后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一部优秀的乡土教材。希望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

人大代表及人大工作者要认真读志、学志，以增强建设家乡的光荣感、使命感；牢固树立和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以构建和谐东平为目标，抢

抓机遇，开拓奋进，不断谱写东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值此《东平县人大志》

付梓之际，欣贺之余，作此为序。



凡 例

一、本志全称《东平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简称《东平县人大志》。

二、本志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述东平县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前后及日臻完善的历程。翔实记述

东平民主建设、政权建设以及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加强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

治国、治县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三、本志取事，上限始自1939年9月的东平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少数事件追溯至1910

年；下限至2006年2月的东平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四、本志因事立志，事以类从，横排竖写，科学分类，层次分明。结构采用章、节、目

等层次。设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常设机关、会议、决定重大事项、监督、任免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议案·建议·信访、代表工作、法制建设、宣传工作、乡镇人大概况、县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介绍、附录等。主文共十二章三十九节。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入章序。

五、本志编撰以志为主，兼用述、记、传、录、图(含照片)、表等体裁形式。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纪年采用公元。凡年、月、日等时问和数据的书写采用

阿拉伯数字；凡数字作为词素构成定型词组和习惯用语者则用汉字。

七、本志涉及政区、机构及法律法规名称时，首次采用当时的全称，再出现时写简称。

八、本志使用地名时，以《山东省东平县地名志》和东平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为

准。关于须城更名宿城，坚持尊重历史和山东省地名委员会鲁地名字[19881第7号文为原则

处理。

九、本志涉及东平县城驻地迁移，以1982年11月山东省政府《关于同意东平县建立东

平、州城两个乡镇和迁移县机关驻地的批复》为准。凡东平县城驻地均不加注。

十、按照立足现实追溯历史的原则，凡历史上不受东平县管辖现划归本县的乡镇，资料

一并收入；凡历史上曾受东平县管辖现划归外县的乡镇，资料不再收入。

十一、本志收录的任职人员，凡任满届次者，不注任、离时间，中途任职或离职者加以

注明；对届中变动代表，不论调出、辞职、死亡、罢免等，均以“出缺”或离职处理；对人

员姓名用字，鉴于多数未经组织部门统一整档规范，其中使用同音字者原则上遵照原始资料

处理。

十二、本志资料来自档案、已出版的党史、县志、图书报刊以及采访、知情人提供的资

料、图片等，使用时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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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西临黄河，东依

泰山，八百里水泊遗存水域东平湖镶嵌其中。发

源于鲁中山区的大汶河，带着山水的灵气进入东

平，经戴村坝(我国古代著名水利建筑之一)，

大清河，注入东平湖。汇河、金线河带着北部平

阿山区的生机流入南部的大清河。国家级森林公

园腊山及以隋代大佛(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著称

的白佛山耸立于东平湖两岸。全县总面积1343平

方公里，14个乡镇，78万人口。境内山丘、平

原、滨湖洼地各占三分之一。105、220国道纵

贯南北，331、250省道横列东西。济(南)菏

(泽)高速公路穿境而过。以东平湖为枢纽的南

水北调工程，将重振京杭运河兴盛时期东平的辉

煌，还东平“北方重镇”的雄威。

东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远在四、五千年

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繁衍

生息，用血汗创造了古代文明和文化，涌现出大

批名人志士。东汉有“建安七子”的刘祯、宰相

和凝、王朴；宋代，有宰相梁适，状元梁灏、梁

固，儿科医学家钱乙，画家梁楷；元代，有状元

霍希贤，农学家王祯，有“小汉卿”之誉的戏曲

家高文秀；明初，文学巨匠罗贯中编著的《水浒

传》、 《三国演义》问世；明代，有政治家王

宪、杜三策；近代，吕彦直设计南京中山陵墓、

广州中山纪念堂图案，在海内外应征图中均获首

奖；当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及政

治、经济、军事、科技界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

为人类文明与进步做出卓越贡献，享誉四海。数

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东平更是人才辈出，

奇迹不断。今朝，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东平78万

人民，簇拥着自己的300余名全国、省、市、县级

人大代表及1000余名乡镇人大代表，定期商讨国

家、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重大事务。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东

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搏击，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迅

跑。东平明日更辉煌。

(一)

东平境内曾设国、路、郡、府、州、县等政

权机构。然而千百年来，广大劳动人民却一直在

“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

驱使下受尽愚弄和剥削。1910年(清宣统二

年)，为推行新政，东平县第一次设议事会，27

人组成，咨议机构；参事会，6人组成，咨询机

构。民国初年即解散。人民当家作主人，只有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一步步得以实现。1937年

(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0

月，以万里为书记的中共东平县工委(至1938年

12月改称中共东平县委)成立，组织发动群众，

投身抗日战争。1938年6月，县工委领导的东平县

抗日游击队成立。8月17日，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平

县城。10月，共产党员周持衡任东平县长，组建

保安大队，任司令员。东平分为根据地、游击区

和敌占区。东平的日伪政权残酷统治和压榨敌占

区人民，不断发动对根据地和游击区的“蚕

食”、“扫荡”。1939年1月，日军制造了半倒井

惨案。这个百余人的小村竞有17人丧生，惨状目

不忍睹。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

东进支队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带领下抵达

东平。东进支队和六支队拔除后围“据点”后，

又在香山粉碎了兖州、汶上、宁阳、肥城、东平

五县1000余日伪军对东平四区的扫荡。东平东部

的人民群众免受了这次扫荡之苦。受尽日伪蹂躏

之苦的东平人民渴望大救星到来，其中一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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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北方局同意，一一五师师部和鲁西区党委

联合组成鲁西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统一

领导鲁西地区工作。中旬，在常庄村召开泰西活

动分子会议，泰西地委书记段君毅和万里、万丹

如、侯敦、展庆琨及东平县委书记刘仲羽、组织

部长强子正、宣传部长赵瑞甫、青年部长刘国华

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政委罗荣桓传达了毛

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

的《论新阶段》的报告，学习了中共中央作出的

《共产党员要参加政府的决定(草案)》，提出

了建党、建军、建立抗日政权的任务。月内，泰

西地委书记段君毅、宣传部长万里参加了中共东

平县委会议。万里在传达常庄会议精神时强调指

出：我们需要建立政权。会后，3--9月，先后建

立了县、区动委会和部分抗日区政府。这样，面

对日本的入侵，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

下，在中共东平县委领导下，形成广泛的抗日民

主统一战线，召开东平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尤为

需要。9月，地方人士孙亚诚等揭发国民党县长王

椿元的贪污行为，王逃，原县政府解体。建立东

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已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中共东平县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群众

联合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准备建立东平县抗日民主

政府。1939年9月27日(农历八月十五日)由各界

选派和县委(以动委会名义)邀请相结合的各界

人士代表近80人在三区尚庄召开东平县各界人士

代表会议。县委书记、县动委会主任刘仲羽主持

会议。会议传达了常庄会议及中共东平县委会议

精神，讨论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经民主选举，赵

瑞甫当选为东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还选举了

抗日民主政府成员，宣告东平县抗日民主政府正

式成立。

东平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代表东平人民的意

志，行使了权力。但在日军侵略、日伪残酷统治

和血腥镇压，环境异常恶劣，斗争形势异常严峻

的情况下，召开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商讨县政大

事，选举县政府成员，还难以坚持，更难以形成

制度。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主是不会改变的。

1940年4月，中共东平县委在宋屯召开全县活动分

子会议：1941年4月，中共东平县委在刘家庄召开

全县活动分子会议。这些会议动员全县人民积极

投身抗日战争。1945年5月17日，消灭了日伪军，

解放了全东平。是年秋，中共东平县委在须城召

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6年，国共合作筹

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中共东平县委、县政府于3

月底在县城西菜园小学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大会，

选举七专署副专员万丹如为国大代表(后因蒋介

石撕毁协议，积极发动内战，解放区代表拒绝参

加)。这两次会议是实行人民民主，反对封建主

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独裁统治的。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代表人民意志的东

平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等机构形式，是中共东平

县委为实现人民民主，在东平进行的探索和创

造，理应载入史册。

(二)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

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即将过去，全国进入基

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

期。但东平土地改革尚未结束，人民群众还有待

组织发动。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由普选产生代表

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不具备。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有关条款的规

定和泰西地委、行署指示精神，中共东平县委、

县政府确定先行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是，

首先由县人民政府确定各界别名额，接着由各人

民团体、各界别、县人民政府机关等自行推选代

表，另有县人民政府邀请的部分代表，全县共产

生代表194名。

东平县首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49

年12月22日至25日在县城召开。到会代表175人，

其中工、农、青代表137人，妇女代表16人，机关

团体代表9人，文化界代表6人，商业界代表3人，

回民代表1人，民主人士代表3人。代表中中共党

员、青年团员占48％，无党派人士占54％，工人

和贫、雇、佃农占82％，中农占16％，地富家庭

出身的占2％。会议开幕前，中共东平县委召开了

代表中的党员会议，要求每位党员代表以党员的

党性和模范作用，确保会议圆满成功。大会首先

选举以赵业刚为主席的17人大会主席团。主席团

主持了会议。县长赵业刚作了《1949年工作总结

及今后的施政方针的报告》。县委书记李峥就生

产救灾、结束土改、处理地权的方针政策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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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建议报告。会议讨论了工作报告及县政兴革事

宜，提出了批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各项决

议。赵业刚就代表提交的310条提案作了解答。大

会还选举了17人组成的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

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各代常委会)，赵业刚(县

长)任主席，史培怀、杨光华任副主席，刘拾遗

任秘书。此后至1953年3月，’相继召开了东平县二

至八届各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届代表会议的

代表界别、名额均有一定变动。其中第七届、第

八届各召开了2次代表会议。8届10次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都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

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活动的，先后协商

讨论了生产救灾，结束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

援朝，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拥军代耕，民主建

政，贯彻《婚姻法》，爱国增产，贯彻执行国家

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抗美援朝和粮食计

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等方面的重大事项，并分别作

出了相应的决议。东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

表，代表全县各界人民通过听取讨论政府工作报

告，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商讨县政兴革的重

大事宜等方面行使了人民权力，在向广大人民传

达解释各项决议并协助县政府推行落实决议方面

起了人民代表的作用。因此，东平县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是东平县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过渡形式。

(三)

至1953年下半年，东平县经过一系列社会民

主改革，国民经济由恢复转入建设时期，人民群

众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建立人

民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东平县遵照山东省

人民政府及泰安专署的指示，根据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的规定，积极准备召开东平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7月29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了《东平县选

举委员会主席、委员名单》，县选举委员会由13

人组成，孙明任主席。全县120个乡亦相继建立选

举委员会，主席由县选举委员会派员担任。在广

泛发动的基础上进行选民登记。全县384965人，

登记选民212000人，占总人口的55％。参加选举

的175061人，占选民总数的82．5％。依法剥夺政

治权力的4645人，占总人口的1．2％。广大选民按

照选区，采用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的方式，选

举出席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翌年4月2日，全县

120个乡的基层选举结束，并相继召开了各乡人民

代表大会。由各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出席东平

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代表344人。

1954年7月2日至5日，东平县首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到会代表344人，县各

代常委会委员应邀列席会议。会议开幕前，中共

东平县委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议，要求每位党员

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积极参加会议的各项

活动，使大会开成胜利成功的大会。大会听取了

《县政府一年来的工作汇报》，对报告中提及的

搞好生产和生产救灾，办好互助合作，做好粮食

统购统销工作进行了认真讨论，并作出了相应决

议。大会还选举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4人。东

平县首届人大二次、三次会议分别于1955年1月、

11月召开。在首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改县人民政

府为县人民委员会，并选举了县人委县长、副县

长及成员。会议还收到代表提案300件。

1956年12月、1958年5月东平县第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先后召开。自二届人大一次会议起，会议首

先建立党、团支部，由县委组织部长任支部书

记，以确保中共东平县委对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

与领导。

1959年10月，东平县建制撤销。

1962年1月，东平县建制恢复。原平阴县第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60年1月在平阴县

城召开)机构及人民代表随区划亦相应分开。7fl

17日至22日，东平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在东平县城召开，出席代表246人。会议补选

了东平县第四届人民委员会县长、副县长和人民

法院院长。

1963年6月，东平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召开，相继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代表会

议。1966年1月，东平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召开。

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各级政权机关不断

受到造反组织的冲击，人民代表活动及权力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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