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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撰写怀柔县人大志，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客观需要，是广大人大工作者的愿望。县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认为，人大的几位老领导和一些

老同志还健在，便于收集资料和回忆情况，是修志

的好时机，于2 0 0 1年11月作出了编写怀柔县人大志

的决定。成立了专门机构，安排了专职编纂人员，

自2,00 1年1 2月着手，至2 O 0 3年1 1月完成初稿，历时

两年。其后，几经讨论、修改，终于2004年7月完成

此举。怀柔县人大志的面世，是怀柔民主、法制建

设的一项重大成果。

怀柔县人大志，是一部记述怀柔县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发展历史的志书。它记述了从1 9 54年开始实

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到2 002年4月怀柔撤县设区，这

一时段怀柔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主要活动和

工作情况。在撰写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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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

法，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怀柔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历史进程。总览全书，我觉得这部志书

的资料还算充分，内容也比较全面，对历届人民代

表大会的重大事项都做了真实反映。将会起到“以

志为鉴，服务当代，惠及后人”的作用。

几位退下来的人大常委会的老领导，都亲身经

历或见证了怀柔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过程。

志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他们的指导与支持，使

这部志书更具权威性。

这部志书观点鲜明，文字简练，语言通俗。但

由于资料有限，致使会议以外的活动没能得到充分

反映，图片资料也显欠缺。

谨此，对编辑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支持这部志书

出版的有关单位和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④渚I
。∥‘争m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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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通过全面地记述怀柔县实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情况，展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发展规律。

二、记述范围以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活动

为主，兼及所辖乡镇。

三、上限自1954年怀柔县第一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起，

下限截止撤县设区前，2002年怀柔县第十二届四次人民代表

大会止。有些资料视其情况，适当向上追溯向下延伸。

四、本志体裁以述、记、志、录、图、表等组成，以志

为主，采用章、节、目结构。

五、资料来源有会议文献、记录、档案及社会调查等。

六、本志书定名为《怀柔县人大志》。会议名称、法律

名称少数地方用全名，多数地方用简称。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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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称为《地方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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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为《选举法》；怀

柔县第X届人民代表大会第X次会议，简称为县X届人大X次

会议；怀柔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为县人大常委

会等。

七、采用规范的语体文。统计数字和公元纪年采用

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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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随着革命和

建设的进程而产生、发展和逐步建立健全起来的。

怀柔县在未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前，按照1949年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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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从1949年11月～1954年6月，怀柔县先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共四届10次会议。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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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国家

机关。

根据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法》的规定，按照河北省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

工作计划》的安排，怀柔县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县范

围内普遍开展了人口普查和由选民直接选举乡人民代表大会



2 怀柔县人大志

代表活动。1954年6月20日前，在乡选的基础上，各乡相继

选出了出席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7月1日～5日召

开了怀柔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至此，怀柔县

开始正式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54年7月～1966年6月，怀柔县人民代表大会先后经历

了一至五届，共召开18次会议。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因1966年

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未能举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团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使人民代表大会活动中断十年

之久。1975年制定的中国第二部《宪法》规定：“地方各级

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革命委员会完全取代了县人民代

表大会和县人民委员会的职权。(由于县革命委员会取代了

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故把革命委员会视为人民代表大会

的一届，在届次排序上依次排列为第六届)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重新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从1979年开始，怀柔县恢复了人民代表

大会活动。当年10月，北京市选举委员会在怀柔县进行了由

选民直接选举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试点，市选举委员会办

公室和郊区8个县的部分选举干部参加了试点工作。试点工

作12月中旬结束，由选民直接选出县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326名。1980年1月30日~2月3日举行了怀柔县第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首次选举产生了县人大常委会。怀柔县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步入了一个崭新发展阶段。

从1980年2月-2002年4月撤县设区，怀柔县人民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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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又经历了七至十二届，共召开26次会议。20多年来，怀柔

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不

仅吸收和恢复了50年代的一些好的经验和作法，而且在此基

础上又有了重大改革和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和发展，首先是从改革和完善

选举制度开始的。根据1979年7月颁布的《选举法》、 《地

方组织法》的规定，将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范围从乡一级扩

大到县一级，县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实行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充分民主地提出代表候选人的办法；把人大代表

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选举制度的这

些重要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增强了人民群众

当家作主的积极性。

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提出把全党全国工

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把加强社会

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提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为适应

这一转变，根据《地方组织法》“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设

立常委会”的规定，怀柔县人民代表大会从第七届开始设立

常委会。

历届常委会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会议，认真履行法律

赋予的各项职权。一、行使决定权。从1980年N2002年，县

人大常委会通过重大事项的决议、决定74项。这些重大事项

的内容，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等方面。有力地促进了国家机关决策

的民主化、科学化。二、行使任免权。二十多年来，县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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