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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人大志》的出版发行，是向株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四十年的献礼。本书运用翔实史料，系统记述了株洲四十年

人大工作的历程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国宪法规定s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依照法律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人

民权力来之不易。中国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取得主人翁地位，

是经过百多年前仆后继的流血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数

十年英勇顽强斗争得来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掌

握了国家机器，制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算真正掌握了国家

权力。
7，

．

，

-
●

早在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是属于

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工农兵会议是最高权力机

关。194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政权机关时

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

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蓟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

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 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

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矽当时，新中国刚刚诞

生，在全国范围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

来完成，尚不具备人民普选人大代表的条件，共同纲领第十四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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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规定： 搿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地方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弦1949年8月株洲解

放，次年7月株洲镇就召开了各届人民代表会议行使权力，1954年

6月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至1990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共

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32次，实现了人民梦7

寐以求的共同愿望。
7 ’

’
t。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

最本质的内容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核心，是真正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作用。株洲人民代表大会四十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几千人口的小镇迅速崛起，发

展成今日dO万城市人口的工业新城，这是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是

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大会行使权力，发挥当家作主的作用而取得

的。

株洲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四十年来，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

程，但它最终排除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

路。目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国家生活上层建

筑的民主和法制建设，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逐步完善。社会主

义使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经过不懈的努力，大力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将日臻完

善，成为最理想、最先进、最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

李文源

19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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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突出株洲新城崛起和人民权力机

关特色，力求做劐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由概述，专志、大事记、附录组成，专志设章，

节、目、条四个层次。根据人大I工作主要通过会议行使权力的特

殊规律，尽量反映历史本来面目。 ．，

三，本志体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只述不议，采用国家

统一规范的简化汉字和标点符号。

四、本志各种称谓，首次出现用全称，出现频率高的第二次

起用简称，出现频率多的领导人第二次起只提人名。 ，

五、本志资料，来自市档案馆，市人大档案室和采访当事人

记录，资料来源不一一注明出处。

．六，本志不设人物传。 。

·

七，本志时限：从1949年8月4日株洲解放至1990年12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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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1949年8月4日，

株洲解放。1950年7月至1951年7月，株洲镇召开了六届六次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1951年7月，株洲市成立，当年10月至1953年

9月，先后召开了株洲市两届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从1954年

6月至1990年末，株洲市人民代表大会历经九届，召开了22次会

议．株洲市人民代表大会四十年来，经历了一个由初创建立，干

扰破坏，恢复发展，继而逐步走向完善的曲折历程。

， 1950年"1956年，是初创襁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

群众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

下解放出来，十分珍惜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具有高度的参政议政

热情．人民政府各级干部，保持着战争年代形成的密切联系群

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优良传统。株洲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民主空气浓厚，会议开得很好。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的职权：一是代表人民检查政府的工作，听取政府施政工

作报告I二是代表人民向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三是讨论当

时的中心任务，四是选举出席上一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在会议之前，广泛搜集人民群众的意见

和要求，写成会议提案，带劐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尊重各界

人民代表的主人翁地位，对代表提案十分重视，会议上基本做蓟

件件有答复，并宣布作为政府工作的依据：政府在人代会上作工

作报告．讲成绩，讲任务，勇于自我批评，各界人民代表拥护政

府施政方针，协助政府推行工作，也敢于提出批评和建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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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鱼水关系．每次会议讨论的重大问题，都

作出具体的决议，付诸实施，卓有成效。从1950年至1953年，株

，洲先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lo次，讨论了征粮反霸、抗美援

朝，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对私改造、市

政建设、政权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完成各项民主改革，巩

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振兴社会各项事业。发

挥了积极作用，为过渡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基础。

1953年，在胜利完成土地改革、民主改革、镇压反革命，三

反五反，抗美援朝等各项任务的同时，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人民的觉悟程度大大提高，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进一步巩固，进行普

选、实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央人民政府适时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法》。当年秋季，株洲城乡进行了普选市人大代表的试

点，次年春季全面完成了市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6月下旬召开

了株洲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时人民代表大会的职

权，一是听取和审查人民委员会和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二是审

查批准市财政预决算，三是选举市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法

院院长和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是讨论，决定株洲经济、

文化，公共事业等重大事项。通过履行上述职权，依法行使管理

国家事务的权力。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内，株洲被列为全国

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市人民政府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提出了一切工作以工业建设为中心，得到人大代表的拥护和支

持，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人民的主人翁地位

和由此而产生的责任感，使命感，促进了人大代表当家作主，参

政议政热情的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初步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1957年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民主

政治建设出现曲折。主要表现是。代表大会不能依法按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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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表会上人委会向大会报告工作逐步变成部署工作，各战线各

部门的发言逐步替代了人大代表发言，人大代表提案办理的落实

程度也逐步下降。 一 ．’：t ，

幽文化大革命一对期，国家宪法和人民民主权力遭到践踏，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受到干扰，十四个年头没有开过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

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1980年11月株洲市召开了七届人大一次

会议。至1990年来，市人大经历七，八、九三届，开过十二次大

会，人民代表大会经过恢复、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这个时期国家宪法扩大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常务委员会，国家法律对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委会的任期，会期，职权以及议事规则和程序，都作了较

为明确的规定，使人大工作走向规范化、法律化，从而逐步提高

了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质最，更好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有效

地依法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的权力。株洲市人民代表大

会和它的常委会，严格执行法定的开会时间，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代表大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常委会会议，适时审议、

批准职权范围内的重大事项。每年政府工作的方针和各项措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9访政预算和决算，；都需经过人民代表

大会审查批准，充分体现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一人大代表依法管

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光荣感日益增强． 一
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全面行使法律赋予的决定权、监督权，任

免权．人大常委会依法定期召开会议，听取审议政府的工作报

告，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卫

生，民政、民族工作的重大事项，根据政府的建议，决定本市国

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的部分变更，受理人民群众对本级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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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两院工作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决定本级政府组成人

员和个别副市长的任免，任免法院、检察院的副院长、副检察长

和审判庭正副庭长、审判员、检察员等职务，决定授予地方

的荣誉称号，适时检查督促政府和法院，检察院认真办理人大代

表批评建议，认真实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议案等。七届人大以

来，市人大常委会开会73次，听取审议政府与两院工作报告i60

项(次)，作出决议、决定43项， 任免政府组成人员和两院司法

人员414人，授予地方荣誉称号388人 ．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

系，组织人大代表运用代表小组活动，或调查视察的机会，掌握

国家和社会的情况，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对自己行政区域内的

重大事项进行管理。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人大代表进行工作

视察，评议政府工作，阅读《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准备审

议意见，为开好人民代表大会创造良好条件。开展持证视察或专

题视察，为人大代表提供了对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工作经常性监

督的方便，通过视察，提请政府或法院、检察院及时解决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反映强烈的问题，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促

进了政府和法院、检察院的工作。全市现有全国，省、市，县

(区)，乡(镇)五级人大代表11280人， 他们在自己的任期内

积极开展活动，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重大事务，，显示了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
’

市人民代表大会依法选举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选举政府和

两院的负责人员，民主权力进一步扩大。从1980年开始人大代表

的直接选举，由乡一级扩大到县一级，使选民的意见进一步得到

尊重，放手让人民群众推荐和选举自己满意的候选人。各级人大

代表的选举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正、副市(县、区、乡，镇)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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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选举，都可以实行差额选举，可以保证

·选举人有选择的余地。直接选举范围的扩大和差额选举的施行，

使当选的各级人大代表和各级国家机茨领导成员，具有更广泛的

．群众基础，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爱戴与支持。

≯， 四十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株洲的实行，经历了艰难曲

折的历程，总的来说是前进的。特别是七届人大以来，历届人大

工作都有创新，有发展。历史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

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目前还不够完善，必须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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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k人大代表

第一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产生
¨．

， ．

1930年7月至1953年9月，株洲镇和株洲市，先后召开了8

届iO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

株洲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产生，由人民政府与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1951年设市以后改为协商委员会)共同确

定代表总名额和各界名额，再由各界分别推举产生。工商企业由

总工会从基层工会选举思想进步、生产积极、立场坚定的工人当

代表，农村由乡政权和农民协会选举常年劳动、历史清白、办事

公道，’’立场坚定、作风正派，年龄在20岁以上的农民当代表，工

商界，由工商联负责从私营工商企业界推选历史清楚，为人正

派、有声望、守法令、积极交税、拥护土改，在各方面起带头作+

用的工商业者当代表，文化教育界，由教联负责从文化教育工作

者中，选举政治可靠，思想进步，为工农兵服务有显著表现，宣

传法令，起带头作用的入当代表，民主人士代表，由人民政府从

拥护民主，赞成土改、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历史清楚，为人正派、思想进步，有社会声望，起带头作用的民

主人士中聘请，青年学生代表，由青委①与青联②负责从政治面

目清楚，思想进步、学习良好，联系群众、宣传政策的青年学生中民

注：①青委：中共株洲市青年工作委员会的简称。

⑦青联：株洲市青年联合会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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