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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税安荣

《官渡区人民代表大会志》，是在中共官渡区委领导下，在区人大常委会主持下，通过

编纂工作者三年锲而不舍的辛勤笔耕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现在出版了。这是全区各族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志内容全面，资料翔实，结构合理，主线清晰，特色突出o

《官渡区人民代表大会志》是继《官渡区志》、《官渡区党群志》和《官渡区政府志》

后又一部地方志，是一部较为成功的政权专志。该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

持实事求是，客观、科学、系统地记述了1 950-2003年官渡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建立、中断、

恢复和发展的史实和现状，全面反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

区各族人民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当家作主，为发展官渡区的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等做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展现了官渡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城乡繁荣、人

民安居乐业的盛世历史画卷，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官渡区人民代表大会志》的出版发行，将进一步发挥志书。存史、资政、教化”的作

用，承上启下，鉴古览今，总结官渡区各族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基本经验，

使人们了解官渡区人民代表大会过去的历史，认识今天的变革和发展；对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促进民主与法制建设，充分发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能作用，调动全区广

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好地为官渡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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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在中共官渡区委的领导下，不断健

全和完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行使好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把人大工作贯穿于

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中；认真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利用官渡区得天独厚

的区位、资源、科技、交通、信息等优势，紧紧依靠全区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t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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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余琼娴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代表大会志

在全区人民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好形势下，《官渡区

人民代表大会志》问世了。本志用详实的资料、鲜明的观点、朴实的文风，记述了官渡区人

民代表大会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总结官渡区人大工作经验，促进

官渡区民主法制建设，推动官渡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富有地方特色的专志。

修志存史，资政育人。回顾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官渡区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社会进

步、民族团结、政治稳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伴随着半个世纪官渡区所走过的历程，区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中共官渡区委的领导下，在上级人大常委会的指导帮助下，充

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认真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在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决

定重大事项、人事任免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充分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为保

障和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追寻这段历史，有利于我们总结人

大工作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创全区人大工作的新局面。

回顾过去，我们无比自豪，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官渡区的人大工作将在党的十六

大精神指引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凝聚全区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凡例

凡 例

糕蓬j霞器

一、编纂出版《官渡区人民代表大会志》，是为了全面系统地记述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

以来，官渡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中共官渡区委的领导下，按照国家《宪法》赋

予的职权，行使地方国家权力，管理地方国家事务的历史与现状。其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

服务当代，思考未来，不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更

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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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为准绳，应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和现状。

三、鉴于官渡区地域内政区更迭频繁，区治始建置于1956年10月，然其县治设置始于西

汉的谷昌县，终于公元1953年7月的昆明县。为展示地方特色，本志上限起于1950年3月，下

限止于2003年12月。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方式，述、记、志、图、表、录i者体并用。

五、本志以昆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发端，主体志按政区更迭情况分别记述，突出

1956年官渡区建制后，详记1981年区人大常务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各项工作。

六、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从1954年的小乡普选工作着笔，重点记述1988年乡(镇)

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主席以来的各项工作。

七、本志主要是重点记述区人大依法行使决定权、监督权、任免权所开展的各项工作。

八、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与旧时代的民意机关有着本质的区

别。本志为突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故而把中华民国昆明县的民意机关，参议室的部分资料

收入附录。

九、本志涉及的人物名例按原始文件排序。

十、行文规范执行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行文标准。个别碑体、口碑，遵从历史。地名以

《官渡区地名志》为准。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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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区位于昆明中部，是云南省会昆明市辖区之一；东接宜良，南连呈贡，北邻嵩明，

西南、西北与西山区相连；与五华、盘龙两城区犬牙交错。辖区总面积1025平方公里。

官渡区名始于1950年初(乡级建制)，系原昆明县一、二、三、四区及八区的一部分。

19,53年7月，经政务院批准裁昆明县并入昆明市，今官渡区属昆明市第五、六、七区。1956

年lo月，第五、六区合并没官渡区(县级)，第七区更名为龙泉区。1958年12月，裁龙泉

区建制，并入官渡区。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义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共同纲领》第十四条规定：初建的各县、乡人民政

府必须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

职权；凡军事行动已经完全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地方，

即应实行普选，召开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通过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1950年4月24日成立昆明县第一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筹备会，同年5月17日在昆明胜利堂召开昆明县首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大会选举产生了昆明县协商委员会及联合政府成员，由协商委员会和联合政府常委会组成人

员，讨论、协商昆明县联合政府的工作，同年8月昆明县改隶昆明市。从1950年4月至

1953年7月，昆明县共召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三届六次会议。

1953年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法》。根据《选举法》第一条及《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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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选方式选举产生。第五区、六区、七区

都以普选的方式，选举产生了区人大代表。第五区、第六区分别于1954年3月13—18日、3

月27—31日；第七区于1955年3月28日至4月1日，召开了首届区人民代表大会，标志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官渡区正式建立。
‘

1954-1966年，官渡区人民代表大会历经六届，共召开过9次人代会。在这期间，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之规定，区人民代

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保证法律、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遵守和

执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规划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公共事业、优抚工作和救

济工作；审查和批准预算和决算；选举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

长；选举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委员会和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改变

或者撤销本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

当的决议和下一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

．f巷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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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利；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受严重破坏，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活

动被迫停止。1968年官渡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区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被区革委会所取代。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人大代表的直接选

举，由乡镇级扩大到县级并实行差额选举，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作为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1980年官渡区恢复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中断15年的普选，

直接选举产生了区人大代表，同年9月，召开官渡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依法

选举产生了官渡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产生，标志着官渡区人民

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常设机关。

1981-2003年3月，官渡区七届至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共召开过23次全体会议。在这

期间，区人民代表大会主要行使以下职权：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

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保证国家的计划和预算的执行；

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执行情况的报告；讨论决定本

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选举本

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选举区长、副区长和本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

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听取和审查本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的工作报告；保护国家、集体所有的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

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

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生育等各项权利。区人民代表大会还有权改变和撤销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有权罢

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有权罢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由它选出

的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在人代会闭会期间，20多年来，区人大常委会在中共官渡区委的领导下，在省、市人大

常委会的指导下，在全区人大代表和全体人民的监督下，依法认真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各项职权，始终把保障和促进全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

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根本任务，本着“议大事、抓重点、重实效”的工作思路，遵循“集体

行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的工作原则，以召开常委会会议、常委会主任会议和组织专题调

查、工作视察、执法检查、人大代表活动等形式，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和

对“一府两院”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权，认真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讨论和决定人事

任免，研究和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自身建设等问题。常委会内设办事机构由“一室”扩展

为“一室六委”，办公条件逐步得到改善。期间，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人民代表大会

议事规则》、《常委会工作细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和工作制度，保障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各

项工作的有序、有效开展，逐步树立起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威信和形象，赢得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支持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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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官渡区人民代表大会经历了建立、中断、恢复和发展等历史阶段，表现

出强大的生命力。实践证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最

好的组织形式，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意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

度。展望未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得到加强和完

善，并在保障人民行使权力、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主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

大事业中，发挥出无比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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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代表大会志

1 949年

12月9日，民国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电宣布云南起义，昆明县县长黄愚生参加起义。

1 950年

3月20日，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及武定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派金定率队接管昆明县，原

县长黄愚生于同月25日依册(县府所属人员、公产)交与军事管制小组。

3月27日，昆明县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在岗头村召开，出席代表404人。省军政委员会宋

任穷政委到会作重要讲话。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布置减租退押及征收1949年公粮。

4月6日，昆明县人民政府成立，隶属武定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县属一、二、三、四区

为今官渡区。

4月24日，昆明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成立，由张毅、金定等15人组成。

5月17-22日，昆明县首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昆明胜利堂召开，出席代表169

人，县长金定向大会作施政报告。会议选出县协商委员会组成人员21人。

8月30日，经省府批准，将昆明县从武定行署划归昆明市领导。

9月21日，昆明县首届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岗头村召开，选举产生昆明县第一届农民

协会委员会。

12月23日，昆明县首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白马庙县府礼堂举行。本次会议选举

产生了昆明县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委员会委员27人。

1 951年

1月4-15日，昆明县第二届农代会在官渡召开，出席代表1015人。

2月13-19日，昆明县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胜利堂召开，到会代表241人，成

立昆明县联合政府，下属乡自治政府16个，乡联合政府14个，乡人民政府86个，镇人民

政府1个。

3月5日，昆明县人民政府组织各区、乡人民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

例》，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9月，以“土改”工作为动力，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昆明市郊区土地

改革条例并张贴布告，在昆明县第一区七甲村，第二区西庄村进行土地改革试点。

lo月6_9日，昆明县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第二区(官渡)召开，出席代表259

人。会议号召坚决完成“土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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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2年

3月，昆明县117个乡镇基本完成土地改革，8月复查结束，由县政府颁发了土地房屋

所有权或使用权证书。

12月24-28日，昆明县三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白马庙县府礼堂召开，出席代表

310人。代表们听取了联合政府工作报告，认真讨论了自愿、互利、民主三大原则；适当调

整扩大乡(镇)区域，加强抗美援朝，取缔“一贯道”等项工作。

1 953年

7月6日，昆明县三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委礼堂召开，出席代表234人。会议

对互助合作，动员优秀青年参军，宣传婚姻法，学《选举法》，改革学制作出决议。

7月20日，经政务院批准，撤销昆明县建制，并入昆明市。市属五、六、七区为今官渡区。

12月24日，昆明市选举委员会派出66名干部与第五区抽调的22人组成普选工作队，

到第五、六、七区开展普选工作。

1 954年

1月12日，昆明市第五区第一届选举委员会成立。23日，第六区第一届选举委员会成立。

3月13-18日，昆明市第六区首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大板桥召开，应到代表47人，

实到43人。

3月27-31日，昆明市第五区首幅卜饮人民代表大会篚韶开，应到代表117人，实到112人。
6月24-27日，昆明市第五区首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官渡召开。

6月25-27日，昆明市第六区首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大板桥召开。．

1 955年

3月28日至4月1日，昆明市第七区首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波罗村召开，应到代表

59人，实到51人。大会听取了赵庆关于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及普选工作报告和

王起关于4年来的施政报告。

4月，昆明市第六区首届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大板桥召开。会议选举了区人委的组成人

员，号召全区人民以爱国增产、找水源为中心。

11月30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视察阿拉乡团结农业生产合作社。

1 956年

10月，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将昆明市第五区、第六区合并设官渡区(县级)，区人民

委员会驻官渡秀英村。第七区改名龙泉区，区人民委员会驻波罗村。

11月14日，官渡区第二届选举委员会成立，进行区乡换届选举。

12月8—13 H，龙泉区第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波罗村召开，到会代表59人。

12月16-20日，官渡区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官渡召开，到会代表16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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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7年

3月24日，国家副主席朱德视察跑马山拖拉机站。

12月2l一24日，官渡区第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官渡召开，出席代表131人，列席39人。

选举出席昆明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7人。

1 958年

3月，官渡区第三届选举委员会成立，进行区乡换届选举。

4月27-30日，龙泉区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波罗村举行。选举出席昆明市第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17人。

4月28—30日，官渡区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官渡召开，出席代表182名。会议进一步掀

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

9月24日，龙泉区成立龙泉人民公社。

9月25 13，官渡区成立阿拉人民公社、先锋人民公社、前卫人民公社，月底全区实行公

社化。公社下辖于官渡区。

12月21日，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裁龙泉区建制，并入官渡区。

1 959年

2月，官渡区区级机关由官渡秀英村迁驻关上街。

5月，阿拉公社、龙泉公社、先锋公社、前卫公社先后召开了第二届公社人民代表大会。

1 960年

9月3日，官渡区第四届选举委员会成立。先锋公社、龙泉公社、前卫公社、阿拉公社

相继进行换届选举。

9月26—30日，官渡区第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关上召开，应到代表268人，实到245人。

选举出席昆明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69人。

12月，经云南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将小哨种畜场属集体部分的7个生产大队、31个村

划归官渡区代管。次年元月官渡区正式接管。

1 961年

5月，全区调整社队规模，将阿拉、先锋、前卫、龙泉4个公社划分为11个公社和4个

农场，131个生产大队。撤销管理区建制。

8月20 13至9月3 13，中共官渡区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

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

1 962年

9月，经市政府批准，将昆明市国营一、二、三农场的集体部分生产大队划归官渡区，

分别成立联盟公社、金马公社、矣六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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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官渡区第五届选举委员会成立，各公社相继成立选举委员会。

2月初至3月底，全区人民公社进行换届选举，共选出公社人民代表1618人。

5月6-9 13，官渡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关上召开，应到代表264人，实到236人。选

举出席昆明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62人。

1 964年

8月16 13至9月18 13，区委召开扩大会议，参会人员126人，在区级机关中开展反贪

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

1965年

8月7日，官渡区第六届选举委员会成立，8月份进行公社第六届人代会换届选举，全

区15个公社共选出代表1663人。

12月26-30 13，区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关上区人委礼堂召开，应到代表306人，实到

255人。选举出席昆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78人。

1 966年

8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代表大会活动被迫中止。

1 968年

lo月3 13，军队代表、地方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组成官渡区革命委员会，下

设政工组、办事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区人民武装部政委张联考任区革委会主任。

1 969年

1月5 13，革委会班子调整，空军昆明指挥所军队代表冯振业任区革委主任。全区实行

“三支、两军”。

1978年

8月，全区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1 979年

2月5—15 13，中共官渡区委召开全区四级干部大会，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于1978年12

月18-22 13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全区全面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1：3号，

把全区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干部lO(X)多人。

12月。经昆明市委指示，区委通知废除官渡区革命委员会称渭，改称昆明市官渡区人民

政府，于1980年元月1日正式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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