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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地、全面地记述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发展过

程，力求做到客观性、真实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

二、体例：设“述、记、志、图、表、录”，以现状横排门类，以演变

纵叙历史，详尽略远，重点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宁蒗彝族自治县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建立、发展和工作情况。

三、断限：本志上限始于1950年1月，下限止于2007年12月。但个别地方

由于叙述或存史需要，适当上溯或下延。

四、语言、纪年、数字：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进行编写，力求字词句

准确、严谨、朴实；汉字和标点符号按国家的规定执行。纪年，采用公元纪

年；数量词，除习惯用语或专用名词外，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

除个别情况外，一律使用国家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五、称谓：行政区划，依时段沿用历史称谓；政治术语、业务术语、机

构名称，首次出现使用全称，以后用规范简称，如“县革命委员会——县革

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法》——《代表法》”等。

六、地名、人名：地名，一律按《宁蒗彝族自治县志》书写，必要时加

括号注释。人名，除引文外，一般直书姓名，两人及其以上姓名，按姓氏笔

画编排。 ‘

七、资料来源：本志资料部分来源于县人大文书档案，大多数来自县档

案局及调查访问。



序一
苏海荣

二十七年来，宁蒗县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励精图治，开拓创新，

勇于实践，使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在宁蒗县得以有效实践，赢

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和认可，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足迹。今天，我们编修

《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的目的是积累资料，保存文献，总结经

验，服务现实，为我们的决策和实践提供依据，把这一段艰辛的发展历程展示

给后人。它的成书，将对我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民主法制进

程，发挥不可替代的借鉴作用。

《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运用了辩证

唯物主义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详近略远，秉笔直书，史料翔实，．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系统地记述了宁蒗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

会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轨迹。全书共有七章，各章相对独立又浑然一体。资料

翔实，内容丰富，记述详略有序，行文朴实流畅，实现了政治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高度统一，展示出一幅宁蒗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努力探

索，开拓前进的画卷。

盛世修志，以史为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代表

大会志》的编纂；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县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工作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五年多来，通过编纂人员辛勤工作，努力耕耘，认真查阅

大量的档案资料，深入调查走访，使这本凝聚着宁蒗彝族自治县十四个届次

的人大志就要与读者见面了。我作为参与决定和组织编撰本志书的一员，谨

向编写小组、审稿和统稿人员以及关心、支持和帮助编修《宁蒗彝族自治县

人民代表大会志》的各级领导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代

表大会志》的出版，一定会在我县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发挥重要

的存史、资政、教育、启后的作用。一定会为我县各级干部、各族人民进一

步了解和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意识，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不断开创我县人大工作新局面发挥重要作用。



序 一
，J 一
胡全

宁蒗彝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开局伊始，就将编纂

志书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集中人力物力，使《宁蒗县人大志》六年成书。这

是我县人大工作的一件盛事，对我县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推进人大工作，加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

中，掌握政权当家作主的伟大创举，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是，中国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

情况决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健全和发展必然是一个渐进的复杂的甚至是

曲折的历史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随着改

革开放深入人心，人大工作以崭新的姿态和旺盛的活力全面推进。二十七年

来，在中共宁蒗县委的领导下，县人大常委会敢于实践，勇于开拓，积累了

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建立健全了一套较完整的有操作性的规章制度，培养锻

炼了一支热爱和熟悉人大工作的干部队伍，营造了适应新时期人大工作的环

境和社会氛围，人大工作有声有色，有为有位，有效地推进了民主法制建设

和宪法、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贯彻执行，保障了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

的顺利进行，人大的地位和权威日益凸现。

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目标要

求j也对人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地方各级人大

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和职权，但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履职，

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必须靠从事人大工作的同志，联系实

际，认真学习钻研宪法、法律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动探索，不断创新，

使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因此，认真地回顾总结人大工作历程，编撰成书，以

示后人，是十分必要的。毫无疑问，《宁蒗县人大志》对有志于做好人大工

作的领导和同志们，将有所裨益。以史为鉴，宁蒗彝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及其后继者的工作必将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不断开创人大工作

新局面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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