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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人大志

峨眉人大志编纂委员会



L人大常委会机关办公大楼

L“峨眉人大志》编纂委员会和编写人员工作人员合影



▲第八届人大常委会领导(左至右)

杨福来．张凤舞．彭润田、史家I女、厘亘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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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人大常委会领导(左至右
捌绳武．张文斌．马国章、万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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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人大常委会领导(左至右
杨福来、刘绳武张文斌马国章万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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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领导(左至右
刘绳武．熊忠良．马国章徐伯琏、万英才

q聍口盯霭 9一露，臼

▲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领导(左至
右)张知华、剃绳武，镣伯琏．熊忠良、朱福君

▲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领导(左至右
廖乾备张知华，博伯全熊忠良、吴玉培



●第十届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合影

卜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同政府。两院。领导及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合影

●第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合影

卜第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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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匿．俄出镶基建豳

●选举

卜宣传

●悼

念

第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中人大代表和列席人员集体收看中央电视台播发的邓小平同志逝世追悼大
会实况．进行悼念。

卜人代会议



I、目

～ ●主席团会议

卜代表团审议

●人大代表休会后

卜市人大常委工作委员会

联合检杳一峨眉山后



▲市人大常委会议
卜

调
杏

▲纪念和研讨会

■

省
^

▲人大常委会任命干部法律知识考试



▲承办全国县级人大工作联系会

▲乐山市北片区人大工作联系会

▲推行执行责任制会议

▲工作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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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啊高赢翻自鲁

▲普法大会



▲市人大代表评议市法院工作

评

邀

▲乡镇人大代表评议市法院基层法庭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视察符溪镇开发农业

▲省人大领导检查峨眉山《森
林法》执行情况

▲省人大主任何郝炬视察蛾眉山
(前排右二)

▲乐山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
会来峨视察



▲ 接待匈牙利最高检
察院总检察长提尔吉卡尔曼
来访峨眉山。中：提尔吉·卡
尔曼总检察长

▲出访日本

▲接待福州市郊区人大主任来访峨眉山

卜接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代表联络局领导来峨缝鞣‘鬈套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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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委员长视察峨眉山与人大管
委会领导合影一左至右一左四一彭真委员长

寺前胁孙打冀豫Ⅷ眉山万年

●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农业工作座谈会领导视察双福非耕地开发利用现场后同省地县乡四级人大领导合影一前排左三三四

为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领导



▲乔石委员长同乐山市和我市“四大家”领导合影，前排左至右五是乔石委员长。

●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领导同省地县乡四级人大领导合影。前排左至右|r三四为全

国人大专门委员会领导。

卜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领导聂大江率队来峨检杏=文物保护法))贯彻执行情况。前排左

至右三为聂大江



▲机关党支部大会

▲庆“七·一”合唱队

▲欢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委员会专家来峨检查，申
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
工作。

▲我市“四大家”领导在峨眉山市首届朝
山会开幕式上。前排左至右一、二．三为市长
陈伯伦．书记严文清、政协主席杨伸显。

▲机关工会活动后

机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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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史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人民依法行使当家作主

权力即从此开始．在峨眉县置1400余年历史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虽仅4|0余年，但

她在保证人民参与地方国家事务管理，推进本地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基层政权建

设，保证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推进地方经济、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作

用，则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工作方法的不断改进而愈加显著．1984年7月，峨眉县第九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关于编纂《峨眉县志》决定后，修志工作在全县铺开，编

写峨眉人民权力机关专志的工作也从此开始．可是这项工作不久就停顿下来了．直至

1994年3月，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办公会作出决定，成立了《峨眉人大志》编纂委员会

后才重新启动．目的是为了能把我国历史上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峨眉这块土地上诞生、成长和完善过程中，最早的一段珍贵史实记载保存下来，以达到

存史、资政、育人之目的．并发挥“以史为鉴，可以兴邦”之作用．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努力，峨

眉历史上第一部人民权力机关专志《峨眉人大志》终于完成了。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同

志的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之精神值得敬佩．

《峨眉人大志》编纂工作，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历史史实为依据，详

今略古、多记少论、宁缺勿乱的原则，把真实性、科学性与可读性结合起来，并采用记、志、

图、表和附录等综合体裁，以体现时代精神、地方特色和专志特点．《峨眉人大志》中特

叙述了民国时期议会和国民参议会的梗概以作比较鉴别，着重记叙了峨眉解放初期的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详细记载了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常委会党组，常委会办事机

构的活动情况。对解放前后两种不同制度下的选举也作了相应记载．对于乡镇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主席团，《峨眉人大志》也辟专篇加以记叙．对于与地方权力机关有关系的重

大事件和重大改革，志书也作了比较客观、真实的反映，同时还搜集了权力机关在发展和

完善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原始文献，为后人研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珍贵的资

料．《峨眉人大志》纵观历史，放眼未来，既体现历史唯物的严肃性又充满时代气息而有

可读性．人们阅读本专志能深深感受到这崭新制度发育过程中所发出的强烈的生命之春

的气息，会增强对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热爱，并化作一种精神力量努力奋斗以为完善这



．2． 峨眉山市人大志

种制度作出自己的贡献．阅读这本专志，也会让人们感受到40余年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

以激发人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献身家乡的热情．《峨眉人大志》不仅保存了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在峨眉诞生、成长和完善过程中最早的一段珍贵史实，有利后人资政借鉴，对于

培育后代还是一本好的乡土教材．

《峨眉人大志》既是人大常委会机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事精神的产物，又

同人大老同志刘恕等的辛苦劳动和政协副主席骆坤琪同志及市志办主任谢光弟同志的

指导密不可分．我能同他们一道参与编写，完成峨眉历史上第一部反映人民权力机关初

期活动的专志——《峨眉人大志》而深感荣幸．为此，特提笔为序．

徐伯琏

19鸲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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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本着实事求是和近详远略的原则进行编纂。

二、本志断限年代，上限以191蛑明峨眉县参事会成立开始，下限于199睥1月十三
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三、本志按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沿革，分为篇、章、节。卷首列序、凡例、照片、政区图、

概述、大事记。卷末附录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制度、重要文献名录，最后是编后语．

四、本志体裁以志为主，文件以语体为主，采用志、记，述、图、表、录形式，力求语言文

字，标点符号规范，数字准确．

五、本志大事记，为避免与正文较多重复，采用编年体；按事件发生时序，提纲挈领的

方法记述．

六、本志对。文革”期间，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人民代表大会被迫停

止，由革命委员会所取代的史事，考虑届次的衔接，故作简略记述．

七、本志所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决定决议，为缩减篇幅，对历次会议的工作报

告，国民经济计划、财政决算、选举市(县)级领导人员的决定决议只部分节录．

八、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市档案馆、市人大档案室、市党史办、市志办和有关人

员提供．为节省篇幅，编纂时均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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