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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南雄县人大常委会建立十周年

(代 序)

袁炳焕

南雄县人大常委会迄今已走过了十年的战斗历程，这十年是不断

进取，不断发展的十年。

l 9 8 0年l 1月，南雄县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依法选

举产生了它的常设机关人大常委会，这是南雄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它标志着南雄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

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十年来，南雄县人大常委会，在县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发扬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

法制建设，正确地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做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

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大大提高，遵纪守法的社会风气正在逐步

形成。权力机关的监督工作能够紧密结合当地经济改革和两个文明建

设的实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促进了经济建设、廉政建设和“一府两

院”的工作。常委会围绕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和全县政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等重大问题以及为广大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的大事行使决定权，从而促进了“一府两院’’决策的民主

化、科学化，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全县

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常委会注重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

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实事，发挥了权力机关联系人民群众的主渠道作

用；通过密切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和加强代表工作，使各级人大代表的

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各级人大代表的作用发挥得越来

越好，常委会机关的自身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总之，南雄县人

大常委会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推进了全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充分显示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全县人民政治生活和地方

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所有

这些，都是南雄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从事人大工作的全体工作人

员，努力工作，积极探索，开拓进取的结果。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努力加强和改进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在当前国际环境

和政治形势下，做好这一工作，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增强做好人大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定地、满怀信心地把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工作

做好，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九十年代的新任务给各级人大常委会_72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

的形势要求我们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要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的基本路线，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从本地实际出发，抓住在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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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中的重大问题，认真加

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一定要始终不渝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建设，坚持依法履行各项职权，进而提高到以法治县，切实保障法律法

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贯彻实施，一定要更加深入地调查研究，认真倾听

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密切联系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使人大常委会

作出的决议、决定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努力为人民群众办好事

办实事，一定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加强人大常委会的自身建设，以适

应正确行使人大职权、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作用的需要。还要

重视加强和改进人大宣传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地方各级

人大的工作情况，决策过程及其职能作用。南雄县人大常委会在以往

的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我们相信，经过艰苦努力，

南雄县的人大工作将会越来越出色，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

步健全和完善，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必然作出更大的贡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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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述时间从1 9 5 0年4月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首届一次

会议起至l 9 9 2年1 0月止，距县九届人大届满还差5个月。在这

4 2年中，有1 0年时间因“文化大革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受

严重破坏，以致前后有1 4年无可记述。

二、本志分五章：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人

民代表大会会议；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主要记述作为人民代表大会主体的人大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

的主要形式一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以及县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关一常

务委员会。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以及选举任免国家工作人员等事项，

分别于《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章、《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章的“常委会会议纪要”节中记述。代表的视察活动，于《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章的“代表活动"节中记述。代表大会的议案及代表批评、建

议和意见的办理，于《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章的“会务简述’’

节中记述。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章中设“代表名录"节。1 9 5 0年至

l 9 5 3年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期间，则于记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

同时，列出席代表名单。代表名单均从档案资料中抄录，无档案资料

可查考者则缺o

三、从存史出发，本志附录内含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条例、

规则和人大工作经验总结、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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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南雄县境位于东经l l 3度5 5分一1 l 4度4 4分，北纬2 4

度5 6分一2 5度2 5分。北、东邻江西省大余县、信丰县、虔南县，西、

南接广东省始兴、曲江、仁化县。全县总面积约2 3 6 1．4平方公里，

其中林业用地面积为l 5 0 7．5平方公里，属粤北山区县。l 9 9 1

年总人口4 4 0 2 1 8人，其中非农业人IJ 6 9 0 8 3入。全县分为

1 2个镇l 2个乡，下属2 2 1个管理区，2 5 2 4个村民委员会，

2 3个居民委员会。山区竹木资源丰富，盛产黄烟。工业以卷烟．建

材为主。 1 9 9 1年社会总产值l 0 3 6 6 8万元，国民生产总值

6 6 l 2 7万元，国民收入5 9 1 8 7万元，财政收入8 0 6 5万元，

农村人均纯收入9 2 0元，城镇职工工资人均2 6 0 9元。

南雄县自唐光宅元年(6 8 4年)建置，封建政权统治1 2 0 0

多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南雄是广东工农运动开展较早的地区o

l 9 2 5年中国共产党组织派员在南雄县开展工农革命运动，1926年

5月1日，召开南雄县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南雄县总工会。同年冬，召

开南雄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南雄县农民协会。l 9 2 8年2月

l 3日，举行农民武装暴动，l 8日在黄坑召开万人大会，宣告南雄

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主席、委员。在县苏维埃政府

组织下，5万多农民参加“平田”“平仓"斗争，处决反动豪绅地主

2 0 0余名，摧毁反动据点5 0余处。3月，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围剿，

暴动失败，苏维埃政府停止活动。l 9 3 0年南雄县属中央苏区。是年

1 0月，根据中央指示，在油山坪林恢复县苏维埃政府及坪林、孔江、



锦坡、桥江等乡村苏维埃政府。l 9 3 1年夏，游击队武装转移江西参

加反围剿战斗，苏维埃政府因而停止活动。这一时期，苏维埃作为工农

兵代表会议一种组织形式，在南雄已经产生，但因存在的时间短暂，

来不及建立苏维埃的各项制度。

l 9 4 9年9月2 4日，南雄解放，建立人民政权。4 3年来，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历经曲折，逐步完善，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

时期是l 9 5 0年4月至l 9 5 4年3月，为召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时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形式。在这4年中，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召开七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行使部分人民代表大

会职权，作出有关清匪反霸、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互助合作以及贯

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等重要决议，有力地推动全县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

的完成，顺利转入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二时期是l 9 5 4年3月至l 9 5 7年l 0月，为县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开创和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比较活跃时期。l 9 5 4年3月7日

至4月5日举行第一次普选，l O万公民首次行使选举权，选举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1 9 5 4年6月2 5日至7月1日，在县城隆重举行首

届人民代表大会，2 4 6名代表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作出了第

一个大会决议：《关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及今后工作的决

议》。1 9 5 5年7月2日至4日召开首届第二次会议，人大代表第

一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县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选举产生县

长、副县长和人民法院院长。1 9 5 6年1月底召开首届三次会议，人

大代表第一次审议和央定县财政预算、决算报告。l 9 5 6年12月，

在县的省人大代表和县人大代表组织视察团，进行为期9天的第一次

人大代表视察活动。在这一时期的3年半中， 两届人大共开了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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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局面，民主政治气氛活

跃，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

第三个时期是l 9 5 8年至l 9 7 8年，为人民代表大会工作遭

受干扰破坏时期。l 9 5 8年4月至l 9 6 6年上半年，在“左”的路

线干扰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极不健全， 代表大会工作受到很大削

弱。在这8年时间内，县、公社人民代表大会经历三、四、五届，每届

仅召开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代表没有进行过一次视察活动。1966年

下半年至l 9 7 6年，在“文化大革命”破坏下，人民代表大会工作

被迫停止，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实际上被撤销。在这l o，年时间，没有举

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县人民委员会被“革命委员会"所取代，社会

主义民主被残暴践踏，经济建设也遭受严重破坏。

第四个时期是l 9 7 8年以后，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恢复到发

展、健全时期。l 9 7 8年首先恢复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活动。南雄县

经协商推荐王广居等六人为省五届人大代表。l 9 8 0年9月至1 0月

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举行第六届选举， 选出县人大代表3 0 9

名，公社人大代表2 8 6 8名。l 1月l 5日至l 8日举行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首次选举产生县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恢复县人民政府，选

举产生县长、副县长，并首次选举产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此后，

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依法定时间、法定程序举行。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共举行4次会议，第八届举行五次会议，七届、九届各举行三

次会议。这个时期的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特点是：

(一)选举制度不断完善o 1 9 8 0年以前，第一、二、三、四、

五届的乡镇或公社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县人大代表由乡镇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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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都实行等额选举。从l 9 8 0年第六届起，

县、乡镇或公社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均由选民直接选举，并采取无记

名投票，实行差额选举。l 9 8 6年起，又采取选民一次登记、长期有

效的办法，简化选民登记手续。公民选举权的普遍性明显提高。l 9 5 4

年第一届选举时， 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占1 8周岁以上公民总数的

9 7．6％，第四届选举为9 5．4％，第五届选举为9 5．4 5％，第

六、七、／＼、九届均为9 9．9％。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比例，

第一届为7 6．3 9％，第二届为9 1．7％，第三届为9 8．4％，第

四届为9 5．8％，第五届为9 8．4％，第六届为9 5．8 5％，第七

届为9 8．6 qo，第八届为9 4．1 6％，第九届为9 2．1％

(二)人大代表依法正常开展工作和活动，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

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人大代表听取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财政预算报告以及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法

院、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人大代表依照程序向

大会提出议案、意见、批评和建议；选举国家工作人员。从六届至九

届，县人大代表在代表大会上提出议案并被列入大会议程作出决议的

有l 0件，提出各种意见、批评、建议l 9 5 0件，提出质询案l件。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大代表除联系选民外，主要是开展视察

活动，一年至少举行一次，通过视察对“一府两院"工作进行监督，

并推动“一府两院”工作。

(三)县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在探索中逐步走上法制化、

制度化。1 980年11月，县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首任

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l 5人，人大常委会主任由县委副书记兼任，

1 9 8 4年6月，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始专职。l 9 8 0年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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