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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兖州，历史悠久，知名度颇高。历代曾五纂府志，六修县志，

扬扬千万言却无“人民”一词。今《兖州县人民代表大会志》首得

面世，可喜可庆可贺。

这部九万字的志书，记述了从1948年7月到1991年5月间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兖州的形成、建立和发展的光辉历程；记述了勤

劳智慧的兖州人民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第一次以国家主人的身

份组成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一一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记述了兖州县历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负人民重托、积极参政

议政的主人翁精神；记述了兖州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历届

会议及工作。为兖州县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史料，将会起到膏前有所

考．后有所鉴”蚋作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走过

了曲折艰难的道路。究州县人民代表大会经过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过渡阶段，又经历

了人民代表大会、革命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三个

阶段，这几个阶段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历程是紧紧联系在

一起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既是昌明盛世，也有悲剧插曲，但

历史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是不容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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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以后郑重指出的， “在政

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江泽民同志在七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期I；7再次重申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国以来，兖州县历届3s609。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代表全县人民，积极参政议政与管理国家事务，共提出议

案、建议和批评意见4715件。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共听取

_}审议上作报告、汇报266项，作出了195项决议、决定。这些对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监督县人民政府、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推动全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

刭了积极的作用。

《兖州县人民代表大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的原则，基本做到了资料翔实、结构严

谨、内容完整、记述准确。但由于思想、业务水平有限，加之时间

较短，有的历史资料难以查寻，缺点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

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在《兖州县人民代表大会态》问世之际，欣以数言为序。并对

编志人员付出的艰苦劳动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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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甘《兖州县人民代表大会志》坚持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的原

则，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特色，力求做到

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断限，上限1948年7月，T限19 91#-5月。个别章劳有所
前伸或上溯。

三、体例，采用章、节、目结构形式和述、．志、j传、表、录等

志书体裁。、全书共7章、28节、49目，9万字。

四、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i数码，按山东省地方

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县志行文规定》使用。

五、称谓，各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第一次出现

时用全称，出现频率高的用简称。

六、资料来源，主要是兖州县档案馆、兖州县组织史资料、兖

州县志资料、兖州报、兖州县人大常委会机关档案。．为节省篇幅，
均没注明出处。

七、根据人大工作主要活动形式是会议的特点，为避免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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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第一节 兖州县概况

兖州县地处鲁西南平原，位于东经】16。35卜一--116。5 3，，

北纬35。23，一一35。43，。北连宁阳县，西靠汶上县，南与邹县、

济宁市郊区接壤，东和孔子故里曲阜市毗邻。南北长36公里，东

西宽26．5／A里，总面积641．6平方公里。辖兖州、大安、新驿、颜

店、王因5个镇，城郊、谷村、漕河、小孟、前海、泗庄、黄

屯、堡子8个乡，492个村(居)民委员会，529个自然村。总人

口57．1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5．3万人。除汉族外，尚有回、满、

苗、’壮、彝、白、瑶、朝鲜、侗、傣、蒙古、藏、土家、达斡尔、

布依等少数民族共6269人。兖州人勤奋好学，古朴大方，加之与

孔子的故乡曲阜为邻，所以一向被人们称为圣贤之乡，礼义之邦。

兖州之名早见《禹贡》，黄帝创制冀、兖、青、徐、杨。荆、

豫、梁、雍九州，兖州即为其一。

今兖州县最早称负夏，夏商属徐州域。周代负夏属鲁。春秋称

．负夏邑。战国时鲁为楚所并，县境属楚称瑕丘。汉朝兖州为全国13

州之一，辖8个郡。瑕丘属兖州山阳郡。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年)鲁恭王之子刘政封为瑕丘节候，瑕丘县变为候国。东汉复

置瑕丘县。三国时兖州治昌邑、移至廪丘，瑕丘属兖州高平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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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刘宋元嘉三十年(453年)兖州治瑕丘’(县城称兖州始于此时)。

隋改兖州为鲁郡，郡治瑕丘。唐复兖州。宋初瑕丘为大都督府治，大．

观四年(1110年)因避孔子讳，改称瑕县。金以瑕为疵瑕义，因县境

处城西25里嵫山之阳，于是改为嵫阳县。明洪武三年(137 o年)，太祖

朱元璋封其第十子朱檀为鲁王，洪武十八年【i885年)，鲁王就位

究州，兖州为府。辖4州23县，府治嵫阳。明成化七年(147 1年)鲁王

宫多次发生火灾，为以水克火，故改嵫为滋，称滋阳县。清因之。 民国+

废州、腑设道，县属济宁道，后改属兖济道。1944年兖(州)济(宁)

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属鲁南区第二行政专员公署。1946年4月

兖济县改称滋阳县，属鲁南笫一专署。1947年7月改属鲁南第二专

署。1 948年4月又改属鲁南第一专署。1948年7月属鲁南第四专

署。1948年7月13日全县解放，城区建立地专级兖州市，乡村仍为

滋阳县，同年12月市、县合并为滋阳县。1949年8月至195 o年5月

隶属尼山专署，1950年5月至I 953年7月隶属滕县专属，1953年7

月始隶属济宁专署。1 958年11月n日血阜、滋阳两县合并，称曲阜．

县，驻兖州城。1 962年1月两县分治，原滋阳县改称兖州县。1 983．

年底济宁行署改为市，县隶属济宁市。

兖州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南北朝后一直是郡、州、府治一

所，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鲁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镇。

解放后，中央砭省市领导一向对兖州关怀重视，毛泽东、朱德、艰

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及23个省的省委书记先后来兖视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落实，兖州各

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工业门类齐全，农业兴旺发达。兖州煤田是全国八大煤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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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储量100多亿吨。兖州矿区系国家重点煤炭工业基地之一，

规划的10对矿井，已有6对建成投产，1990年生产原煤1030万吨。

全县有工业企业365个。其中有年产300万吨原煤的兴隆庄煤矿、年

产万台以上拖拉机的山东拖拉机厂等中央、省、市属企业83个。国

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投资26亿元的山东大型复合肥料厂，已开

工建设。形成了能源、机械、冶炼、化工、纺织、建材、轻工、电

子、医药、食品等工业体系。到1990年，共有42个产品获省级以上

优质产品奖。兖州是鲁西南的f-Jr，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现有一、

二级货栈及仓库24个，各类商业公司69个、商业网点7600多个。

1 99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6亿元，商品辐射达10多个省区。出口

商品达20大类、308个品种，销往10多个国家和地区。究州农业发

达，是全国小麦商品粮基地县、农业机械化试点县、平原绿化先进

县，目前正全力建设吨粮县。199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实现

11．1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8．49亿元，农业总产值2．6515元。国

民生产总值实现9亿元。财政总收入达到6666．4W元。

城建、交通、邮电事业迅速发展。兖州城市总体规划已经省政府

行文批准：兖州是以煤矿机械、农业机械、化学工业、智纺工业和交通

枢纽为主体的工业城市，总面积48平方公里。现城区道路呈方格网状

式布局，30一50米宽的主干道骨架已经形成，5座立交桥于1939年建

成通车。兖州地下水充足，约计储量1 9．25亿立方米，城区自来水普及

率达90％以上。兖咖j地处交通枢纽，津浦铁路纵穿南北，兖石j冀路

横贯东西，是全国八纵八横铁路在山东的唯一交叉点。县境内有铁路

17条，大小火车站7个。兖州火车站为国家一级站，客房6400平方

咪，站前广场22000-平方米。城北货站年吞吐量在30027吨以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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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汽车站、公共汽车公司各1处，1J条公路通向四面八方。有兖

济(南)、兖梁(山)、兖微(山)、兖岚(岚山头)、兖兰(考)

干线公路5条。县城至各乡、镇都通公共汽车。客流量日均3万人

以上，高峰期达10万人之多。兖州通信条件优越。县城市话交换机

总容量边2 2000多f-j，长途电话线路直通县级以上城市49条。已开

通国内、国际电话直播和电讯传真。兖州邮件处理中心，是全国42

个二级邮件处理中心转口之一。 “八五”期间达到分拣自动化。

文化、教育、体育、卫生设施完善．兖州文化发达，名胜众

多。有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王因遗址、西吴寺遗址，三国时期

曹操阅兵的小校场，隋代修建的“兴隆塔”、 “金口坝"、 “丰兖

渠”，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游览赋诗的“青莲阁"、 “少陵

台"，明朝鲁王修建的“中御桥”等。少陵公园占地1 98亩，清幽

古朴，别具一格。城区有千入以上座席的影剧院14座，有初具规模

的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有设备先进的报社、电台、电视台。

兖州是全国体育先进县，体育活动场所有3 6处。其中有占地1 59亩

的体育中心l处，容纳2500名观众的多功能、全封闭、现代化的中

型体育馆1座，举办过多次全国性体育比赛。城乡各类高、中等专

业学校、技工学校1 6所，高中5所，初中3 0所，小学25 6所。兖州医

疗卫生条件良好。现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89处，各类医院30处，其

中县级以上医院11处。

目前，全县人民正以改革的精神开拓前进，为建设美好的兖州

丽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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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兖州县人民代表大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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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中目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郑重指出： “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平患北京反革命暴乱以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 “在

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江泽民同志在七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再次重申“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是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兖州县从建目初至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历了产生、发展、

遭受破坏、恢复再发展并日趋完善的过程。

1948@7月1 3日，兖州全境解放。1949#-10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N；黾-r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象用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形式管理

刚刚诞生的国家、用什么样的政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呢?毛泽东同志

早在19ao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中国可以采取全目

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

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38页)1949@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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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共同纲领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中目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其职权；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

前，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其职权．

194 9年】1}3 10日，滋阳(兖州)县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从此到1 953年9月，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经历了5届，召开

了l 1次会议。从1949年11}3至1952年1i月，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

县人民政府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1952年12月至1953年

9月，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了五届一、二、三次会议，均代

行了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主要是：听取-9审查县人民政府的工作

报告，决定县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审查通过县政府的财政预决算；

建议、决议有关县政兴革事宜；向人民群众传达解释县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决议，并协助县人民政府动员人民群众推行；选举县人民政

府县长、副县长、委员。

I 953年，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及其它各种社会改

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三反”、 “五反"运动，胜利地进行

了抗美援朝运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一系

列的伟大胜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召开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具备。1953年10

月，全县开始进行普选，人民群众开天辟地第一次选举自己信任的

人当代表，组成人民权力机关，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

1 954年6月29日，滋阳(兖州)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举行，从此到1 991年5月，县人民代表大会共经历了12届，召开

了3 1次会议。

1954年6月至19G6年3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并初步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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