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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文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志》，在中共文山县委、县人民

政府的关心支持和县史志办的具体指导下，经过两届编纂

委员会及其编写人员的艰辛努力，终于成书，可喜可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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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县人

民代表大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和求实存真的编纂原则，客观地记述了新中国半

个世纪以来我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建立、发

展进程和全县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的史实，

真实地反映了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县委的领

导下，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情况。

《文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的出版问世，对我县总结

借鉴历史经验，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社会

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充分发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

能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积极的指导作

用。希望能通过对本志的研读，进一步了解地方人大工作

的发展进程，加深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识，提高依法

行政、公正执法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创新意识，正确处理

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为我县两个文明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

刘启鸿

2001年12月28日

¨



凡例

一、定名：《文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简称：文山县人大

志)。

二、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以国

家宪法、法律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文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的建立、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三、记述时限。上限1 950年1月，下限2000年12月。

四、体裁。采用记、述、志、图、表、录综合体。

五、体例。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章为统领，分节、

目记述。

六，纪年。采用公元纪年。

七、计量。原则上均按法定计量单位表述。耕地面积

按通常使用的市亩，重量按公斤计。

八、引用国家法律法规、机关单位及其它类似专用名

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时使用规范的简称。

九、民族称谓。按1 9 5 8年归系后国家认定的族名记

述。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文山县档案馆、文山县人大常委会的

文书档案、会议记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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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l午一f

概 述

文山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部，东经

103。43 7～104。27 7，北纬23。06 7～23。447之间。东和北与

砚山县相连，南邻马关县，东南接西畴县，西部与红河州蒙自县连

接，并与屏边县隔河相望。县境东西最宽63公里，南北最长66公

里，总面积2976平方公里。最高海拔(薄竹山峰)299l米，最低

海拔(那么果峡谷)6l 8米。县城为文山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北上省会昆明市369公里，东至广西南宁市675公里，南下船头口

岸1 22公里、河口口岸168公里，西至蒙自县城1 28公里。

2000年末，全县总人口429664人，其中农业人口326740人，

县城人口13万余人。辖6镇ll乡：开化镇，攀枝花镇、古木镇，平

坝镇、马塘镇．德厚镇，东山彝族乡，追栗街彝族乡，柳井彝族乡，

新街乡、小街乡、老回龙乡，喜古乡、坝心彝族乡、乐诗冲乡、秉

烈彝族乡，红甸回族乡。主要居住民族有汉、壮、苗、彝、傣、回

6种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4％。

追溯历史，文山县域开发较早，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在此生息

繁衍。纳入国家建制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公元前109年(西汉元

封二年)置贲古县，属益州郡，历西晋至隋朝。宋代为地方政权大

理国三十七部蛮之二部。明代设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属临

安府。公元1667年(清康熙六年)设开化府。公元1730年(清雍

正八年)置文山县。1912年(民国1年)县政权机构改称行政公署

并筹备地方自治，设县议会。19l 3年(民国2年)废府设开化县，

191 4年(民国3年)恢复文山县名。

1 927年，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特委在县境洒戛龙(今德厚)建

立第一个党支部。1947年成立中共开广地区工委。1949年4月在

县境追栗街(新平乡)的丫呼寨成立桂滇黔边纵队滇东南指挥部第

十团和文山县人民民主政府。1950年1月7日，文山全县解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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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历史长河中，文山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的

统治和压迫之下。中华民国时期虽建立民意机构，但流于形式，广

大人民群众无民主权利可言，更谈不上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按照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的规定，在普选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各族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人民参政的临时形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文山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各民族，各阶层协商产

生。从1950年5月到1953年10月，召开过三届五次会议。在1951

年1 0月第三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

文山县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文山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

族隔阂，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关系，动员全县各族人民投

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支援抗美援朝等

项斗争以及生产自救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1 954年1月，在全县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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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法》和

《云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了第一次

基层普选。在普选的基础上，全县8 1个乡(镇)和城关区先后召

开了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区、乡(镇)人民政

府。1954年6月，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

生了县人民委员会。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立，标志着全县

民主政治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l 954年到l 966年，县人

民代表大会经历六届(每届任期两年)，共举行过十一次会议，各

乡(镇)也相继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这对加强民族团结，巩固人

民民主专政，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966年至1976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停止召开，各级人民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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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也被迫停止活动。县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县的

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

了党和国家。1978年12月，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总结了

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把党和国

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明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社会

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从此，文山县也同全国全省一样，人大

工作进入了新的重要发展时期。遵照1 979年7月1日全国人大五

届二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

选举”的规定，文山县于1980年6月进行了县级人大代表的第一

次直接选举。按照《地方组织法))“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规定，1 980年1 0月

县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设

立相应的办事机构。1980年到2000年，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历经六届(第十三届未满)，第八届至第十一届届期三年，第

十二届起届期五年。这是县级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改革，它有效地

加强了县人大对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有利于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

文山县人民代表大会自设立以来，虽然走过一段曲折的发展道

路，但在党中央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导下，在县委的领导和“一府两

院”的支持下，经过全体人大代表的共同努力，认真履行了为人民

当家、对人民负责的神圣职责，较好地行使了宪法和法律赋予县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选举任免权、监督权，为推进

全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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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950年

1月7日 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兰卅1支队”及滇桂黔边纵部队

四支队几路进入文山城。机关人员、学校师生、群众分别到文新街

头、北桥外公路列队欢迎。边纵四支队司令部、中共滇东南地委机

关、专员公署、文山县人民民主政府进驻文山城，正式称县人民政

府接管国民党政权，文山全县解放。

5月 召开文山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贯彻中国

共产党团结各族各界的政策，号召团结一致恢复生产，动员认购人

民胜利折实公债。

1 9 5 1年

1月17～22日 召开县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

作出了《文山县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

10月7～1 5日 召开县第三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

会议。会议以民族团结为中心，肯定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

减租退押、征粮等工作成绩；选举产生文山县人民政府委员，成立

了文山县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1 953年

3月30日～4月3日 召开县第三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二次会议。会议选出政府委员37名，推选常务委员22名。

10月21～26日 召开县第三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

会议。会议总结了全县农业生产和增产救灾的成绩、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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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4年

1月 成立县选举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3月1 1日～4月1 5日 全县进行第一次基层选举。共选出乡

镇人大代表l 709名；分别召开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乡镇人民

政府；选出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l 66名。

6月22～26日 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文山大

礼堂举行。会议选举出席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名，根据党在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出相应的决议。

9月12～13日 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文山大

礼堂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动员全县人民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决议》和

《关于动员全县人民以实际行动响应<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为解放台湾而努力奋斗的联合宣言>的决议》。
1 1月16～19日 召开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会

议作出了《坚决拥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各项决议

的决议))和((坚决完成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及各项任务的决

议))。

12月27～29日 召开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讨

论分配征集补充兵员的任务。

1 95 5年

12月17～30 El 召开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

举产生文山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 5名、县长1名、副县长2名，县

法院院长1名。

1 956年

10月下旬～12月上旬 全县进行第二次基层选举。共选出乡

镇人大代表1 607名，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 83名，各乡镇

人代会选举产生乡镇人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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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24日 召开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

议作出了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各项工作的决议，选举产生县人民

委员会委员1 6名、县长1名、副县长4名、县法院院长1名。

1 9 5 7年

7月28日 召开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贯彻文

山专区关于建立民族乡的指示及生猪派购的政策。

1 958年

2月8～25日 全县进行第三次基层选举。共选出乡级人大代

表1475名，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47名。

3月ll～14日 召开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

议选举产生县第三届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12名，选出县长1名、副

县长4名和出席文山州第一届人代会代表5 2名，作出关于组织农

业大跃进和各项工作的决议。

1 960年

1 1月16日～12月l 5日 全县进行第四次基层选举。这次选

举是在文山、砚山两县合并的情况下进行的，共选出县第四届人代

会代表314名(文山县158名)。

12月22～31日 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文山城

举行。会议选举产生县第四届人民委员会委员13名、县长1名、副

县长4名、出席文山州第二届人代会代表74名。

1 962年

9月17～22日 召开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

议决定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正确执行党

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重新选出文山县第四届

人民委员会委员1 1名和县长1名、副县长3名，召开县人民委员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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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任命了各部门领导干部，订立了定期召开县人民委员会会议制

度。

1 96 3年

2月l 9日～3月6日 全县第五次基层选举试点工作在大沟

绞公社进行。

3月l 0日～4月 全县进行第五次基层选举。选出公社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228 1名；公社人代会选举产生各公社管理委员会组

成人员，选出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26名。

10月23～28日 召开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

议选举产生县第五届人民委员会委员8名，县长1名、副县长3名、

县法院院长1名，出席文山卅I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2名。

1 965年

春季 住文山县的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4名，组成两个

视察小组，分别视察了文山县城关区、布都乡农业合作社运动和县

城商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情况。

8月8日 全县第六次基层选举试点工作在纸厂公社进行。

8月10～30日 全县进行第六次基层选举。公社人代会选出

各公社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选出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33

名。

12月22～25日 召开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

议选举产生县第六届人民委员会委员17名，县长1名、副县长5名、

县法院院长1名，选出出席文山州第四届人大代表5 2名。

1 966年．1 967年

1966年7月～1967年3月 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实

行军管，县人民代表大会活动被迫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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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8年

9月26日 经中共十三军党委批准，成立文山县革命委员会，

由43人组成，其中群众代表26人，军队代表8人，干部代表9人，

后来将此列作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1 980年

6月9日 成立县选举委员会，负责领导第一次县级直接选举

工作。县选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理选举的具体事务。各公社相

应成立了选举工作机构。

6月1 9日～8月底 全县进行第一次县级直接选举。选出县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41名。

10月22～28日 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文山举

行。会上设立了文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销革命委员会

体制，恢复文山县人民政府。会议选举产生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1 7名，县人民政府县长1名，副县长6名，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

察长各1名和出席文山卅【第七届人大代表8 5名。

1 0月28日 县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在文山县委会议室

举行。会议学习明确了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性质、职能，讨论拟定县

人大常委会内设机构。

1 98 1年

1月21～25日 县八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文山县人民政府关于保护森林的通告》、((文山县计划生育工

作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和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同县人民代表

联系的意见》及有关人事任免。

4月17～23日 县八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文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通告》、

《文山县人民政府关于保护水利工程、水产资源的通告》和《文山

县城镇建设管理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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