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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总凡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六盘水市的历史和现状。

二、原则上以1988年市属行政区域为记述空间。追溯史实，不避讳曾经管

理过的市境外企业。市境内中央直属企业、省属企业及其他非市属单位的情况，

亦予记述。内容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一般始于各项事业发端，下限断至脱稿时。

三、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人物志》、《附录》和各专业志所组成。各分

志定名为《六盘水市志·××志》。专业志按章节体编排，不设《大事记》和《人 ．

物传》，原则上不设《序言》o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

五、遵循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重点记载1965年六盘水市开发建设⋯

以来的历史。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不设专章记述，内容散见于《大事

记》和有关专业志。

六、根据需要，《附录》可置于相应章、节之末。

七、本志资料源于图书报刊、文书档+案及调查采访等。文内一般不注出

处。采用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主管部门的为准。

八、除引文外，一律用规范化语体文行文。简化汉字、标点符号、计量单位

的使用及数字用法，遵循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o 1949年12月以前的各类钱

币，按流通时的币制、币值记写；1949年12月至1954年的币值，按1955年以

后的人民币币值换算记写。

九、纪年表述。夏历用汉字，如正月初五，丙寅年十月十五日。清代以前

历史纪年亦然，同时括注公元纪年，如雍正九年六月十二日(1731年7月5

日)。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38年(1949年)o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

十、专项事物名称用当时称谓，今已改变地名的，括注今名。

十一、在遵循《总凡例》的前提下，各分志可根据自身特点设《编辑说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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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本志时限上起1950年，下至1997年4月30日六盘水市三届人大届

满。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录作附录，民国时期郎岱县、盘县、水城县

参议会情况也作附录，附于书末。

二、本志采用述、志、图、表、录、记6种体裁，志文设9章29节及大事记、

附录，约36万字。

三、为使志书文字简练，书中使用了一些简称，如六盘水市人民代表大会

简称“六盘水市人大”或“市人大”，六盘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六

盘水市人大常委会”或“市人大常委会”，六盘水市第X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X次会议简称“市X届人大常委会第X次会议”，上级和下级人大简称

亦同；决定权、监督权、任免权简称“三权”，中国共产党地方各级委员会简称

“中共X X省(市、特区、县、区)委”，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简称“一

府两院”。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文书档案处和六盘水市档

案馆，各县、区、特区人大常委会提供部分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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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宪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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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人民代表大会是六盘水市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

机关o ．

1972年12月以前，境内郎岱县、盘县、水城县分别隶属于贵州省安顺、兴

义、毕节3个地区。

依照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县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通则》和有关文件规定，在地方人大建立之前，由协商产生的地方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代行职权。1950年3月至1951年7月，郎岱县、盘县、水城县分

别召开了2至3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o 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分别召开

了4至6届(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各县的各代会，主要讨论了清匪、反霸、

减租、退押、征粮、禁烟、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工作，号召开展增

产节约，支援抗美援朝捐献运动。会议分别就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贪污、反

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

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搞好和完成土地改

革任务等作出了决议；选举了常务委员会和县长、副县长o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决议，决定在1953年进行乡、县、省(市)

人大代表选举，并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至1953年底，各乡(镇)人大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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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6月至1965年，郎岱县(六枝市、六枝县)、盘县、水城县分别召开

共6届8次、6届15次、6届11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o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人大的各

活动被迫停止，至1979年o 1970年1月至1971年4月，六枝、盘县、水城3

特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虽定名为第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但出席会议的代

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以“协商”方式指定o

1972年12月2日，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六盘水地区体制问题的批

》，将六枝县、盘县、水城县与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所辖六枝特区、盘县特区、

城特区合并，成立六枝、盘县、水城3个县级特区，归新成立的六盘水地区管

。1987年，撤销水城特区，分设水城县和钟山区，水城县人大承接水城特区

大。次年，水城县、钟山区分别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一

会议o

1971年至1997年，六枝特区、盘县特区、水城特区(水城县)、钟山区分别

召开了共7届21次、6届19次、7届19次、3届10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历

次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政府、人大常委会、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审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报告，并作出相应决议。每届人大的第一次会

议，选举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人民政府正、副特区(县、区)长，法院

院长、检察院检察长o 1980年、1987年、1992年、1997年各特区(县、区)人代

会分别选举了市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依照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地方组织法》，县级以

上各级人大设立常设机构——常务委员会。翌年，3个特区人大先后设立常

务委员会；钟山区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7月设立。1980年至1997年，六枝

特区、盘县特区、水城特区(县)、钟山区人大常委会分别举行了111次、

108次、118次、80次会议，审议、决定了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与资源保护、民族、民政工作的重大事项和人

事任免。

1982年4月15日至22日，六盘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

水城召开，会议选举产生市人大常委会，这标志着六盘水市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六盘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成立。

依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15

—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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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个方面的职权，主要体现在对本市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对市政府、市中级人

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对市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任命、

罢免权。

市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不少于举行一次会议。1982年4月至1997年4月，

共举行了4届18次会议。历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

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查批准六盘水市年度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决算，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市人大一届一次、二届一

次、三届一次、四届一次会议，分别选举了六盘水市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一届

二次、二届二次、三届二次会议，分别选举产生了六盘水市出席贵州省六届、七

届、八届人大代表；一届五次、二届六次会议分别审查批准了六盘水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七五”、“八五”计划；三届六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六盘水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大常委会行使其职权，可以及时地对本

市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保证国家

机器正常有效地运转。市人大常委会实行集体负责制，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

次会议，是常委会行使职权的主要形式。1982年5月至1997年4月，市人大

常委会共举行96次会议，其中一届有30次，二届33次，三届有33次。常委

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各个时期的工作重心，安排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市法

院、市检察院各个方面的工作报告，对重大事项作出相应的决定决议；审查决

定本市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部分变更。根据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市长、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补选出缺的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撤换个别代表。1982年至

1997年，常委会共听取和审议各项工作报告374个，其中：一届68个，二届

161个，三届145个；作出决定决议80个，其中：一届34个，二届24个，

三届22个；任免本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709人，其中：一届337人(任命

260人，免职77人)，二届117人(任命80人，免职35人，撤职2人)，三

届255人(任命182人，免职69人，撤职4人)。第一届采取举手表决方

式，第二届起采用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均以常委会组成

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任命或免职。

主任会议由主任、副主任、秘书长组成，是处理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的会

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会议主要职能是：向常委会提出议案和议程建

议，决定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向常委会提出的议案

提请常委会审议，决定质询案的审议和答复事宜，决定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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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府两院”人事任免提请常委会审议，听取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一府两

院”工作汇报。在市一至三届人大任期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共召开了

326次，其中第一届80次，第二届122次，第三届124次。

专门委员会是市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设立的常设性工作机构。市一届人

大常委会设立法律、财政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族、城乡建设等5个委员

会。依照1986年修改通过的地方组织法规定，市二届人大设立法制、财经、教科

文卫、代表工作、民族等5个委员会，第三届增设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专

门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组成，主任委员通常由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兼任，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由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或市人大代表担任。专

门委员会由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受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它的职权主要有审议市人代会主席团或者市人大常委

会交付的议案、质询案、本市“一府两院”的决定、命令和规章，必要时向市人大

或常委会提出报告；对属于市人大或常委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有关的问题进

行调查研究，督办议案和建议o 1982年4月至1997年4月，市人大各专门委

员会共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决定、决议、命令和规章415次，审议

督办议案28件、建议1447件，调查研究177次。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为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正确、有效地履行职能，提供了科学的、民主的坚实基础。

视察是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一项重要调研活动，是行使

代表权利和履行人大职责前的一项准备工作。六盘水市的视察主要开展了代

表持证视察和组织集中视察两种形式。代表持证视察是代表就地就近、随时

随地都可以进行的视察活动，它有利于及时反映社情民意，有利于市人大及其

常委会根据社情民意就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决定。根据视察的内容、地点，又可

以分为综合视察、专项视察、议案和建议落实情况视察等，这样的视察，市人大

常委会每年要组织2～3次o 15年间，共组织综合性的集体视察38次，代表持

证视察的次数则更多。这些视察，督促解决了很多六盘水市的重大问题和人

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视察中反映的问题，提出的意见、建议

等，大多都得到解决、办理。

调研。如对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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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法律，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决议的情况的调查；典型性调研，抓住

某一带普遍性的问题进行调研；探讨性调研，主要是根据代表、委员所提出的

议案、建议，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还有一种是围绕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题进行

的调研。一至三届任期内，市人大共组织进行205次调查研究，并都写出了资

料翔实、有分析、有意见或建议的调查报告，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作

出决定决议提供了依据。

对国家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是市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15年间，共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

各级人大代表、“一府两院”及政府职能部门、县级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检察

组(团)，先后26次对121个国家法律法规和省地方性法规、条例的贯彻实施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和要求。通过市、县

两级人大经常性的执法情况监督检查，较好地保障了法律法规在本市的正确

施行，纠正了一些执法错误的案件或事件。

四

评议工作，主要有对本市地方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进行的工作评议和述

职评议，对“两院”进行的司法评议o ，

1988年，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关于对其任命的干部实行政绩考核的规定

(1997年更名为评议工作办法)，同年，开始实施干部政绩考核工作，至1997

年，先后对市政府27个职能部门的正职负责人的工作和任期目标，就德、能、

勤、绩等方面进行评议。评议对被评议者的成绩和优点给予肯定，对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提出批评和整改意见，并跟踪监督检查其整改意见落实情况。述职

评议的工作坚持民主、公开和注重实绩的原则，对其任命的干部既监督又支

持，促使其廉洁勤政，不断改进工作。

一些乡镇人大也开展了对乡政府及县政府职能部门派驻本乡(镇)机构的

评议工作，如六枝特区的中寨乡、平寨镇、盘县特区的保基乡等人大，在评议工

作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市、县两级人大开展的司法评议工作，主要采取个案监督和组织代表及专

业人员对法院、检察院依法秉公办案的情况进行评议，或调阅若干案卷进行阅

评o 1992年，市人大在钟山区进行司法评议工作试点，是年6月，以钟山区人

大代表为主，邀请辖区内部分省、市人大代表参加，组成司法评议组，评议区法

院工作。这次评议，监督纠正了11件定性错误或量刑畸轻畸重的案件。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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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常委会派员视察、指导了这次评议活动，作了经验总结，之后，向各县、特区

推广。通过司法评议，提高了“两院”依法秉公办案的自觉性和执法水平，同时

也纠正了一些错案。1994年，调阅评议六枝特区人民检察院51件案卷，重点

评议了9个案件。对其中5件显属定性错误或办理失当的案件提出改正意

见，在市和六枝特区人大的多次监督、检查下，5件错案都得到纠正。盘县特

区人大组织代表和专业人员查阅评议了特区法院办理的88个案件，提请人大

代表重点评议16件。在代表的监督推动下，对3件量刑不当的案件提出依法

改判的意见。盘县特区法院对此高度重视，及时认真研究，依法裁定撤销3个

案件的原判决。

市人大代表提出属于本级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对本市国家机关各方

面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是法律赋予人大代表的重要职权。认真办理和

落实议案、建议，是尊重人民意志和愿望的具体体现。市人大第一至第三届任

期期间，市人大代表提出议案19件，建议、批评和意见2586件。这些议案和

建议，涉及本市工业、农业、财贸、城建、环保、交通、通讯、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体育、民族、民政、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常委会认真进行

分类整理，转“一府两院”及有关部门办理，加强督促检查，跟踪监督，确保落实

解决。1992年，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关于办理代表议案和建议的暂行

规定》，进一步加强了议案、建议办理工作，使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议案

和建议的办理保证质量，按期完成，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促进了本市各项

工作向前发展，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反映和评价甚好。

认真做好信访工作。人大信访工作是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渠道。自1982

年市人大成立到1997年4月止，共收到并处理人民群众来信9387件，接待人

民群众来访2559人(次)。对这些来信来访，一般是由常委会主任或副主任阅

批处理，之后，定期加强检查、督促，力求做到“事事有交待，件件有着落”o很

多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是多方申诉久拖不决的问题，在市、县两级人大的

检查、监督下，得到较好的解决，人民群众也对人大寄予了很大、很多的期望和

信任。从1993年至1997年，市人大信访工作连年获得全省人大信访工作先

进单位荣誉，1996年获全国人大信访工作先进单位荣誉。随着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发展和健全，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人民群众到人大的来

信来访呈逐年上升之势，人大信访工作日益繁重和重要。为适应新时期人大

信访工作的要求，市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设立信访科，1996年又将信访科升

格为县处级“信访办公室”，并建立信访工作制度，使人大信访工作规范化，向

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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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市、县两级人大都重视开展人大工作交流，以弥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因

成立时间短，人大工作是新领域、新课题，而且缺乏经验，无系统上级领导等不

足。通过工作交流，学习借鉴外地人大工作的经验，互通人大工作信息，互相

取长补短，从而有助于提高本市人大工作水平，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o 1982年市人大成立以后，市人大常委会及市人大各专门

委员会，每年都要组织县、(特区、区)人大和对口的县级人大专门委员会开展

人大工作座谈和经验交流。在对外工作交流方面主要有3种形式：一是派人

到外地考察学习，每年进行1～2次；二是参加各种形式的人大工作研讨会，如

贵州省城市人大工作联席会、“三州二市人大工作研讨会”、“全国煤城人大工

作研讨会”等；三是以市人大常委会刊物《会刊》、《人大工作通讯》、《六盘水人

大工作》和外地人大刊物交流，以获取人大工作信息和经验。到1997年，已与

全国200余个州、市人大刊物进行了交流。

六盘水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建立至1997年有15载，在中共

六盘水市委的领导下，在实践中摸索，参考外地州、市的经验，依照宪法、法律

赋予的职权，做了大量工作，取得较好成效，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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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遵守和执行，推

进民主与法制、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并就如何更有成效地监督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工

作，加强同代表的联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等，积极进行探讨，使之得以

深化和改进，使我国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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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组织机构

第一节机构沿革

一、机构设置

1982年4月15日至22日，六盘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

水城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标志着六盘

水市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正式成立。

六盘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系统图
(1982年4月～1987年5月)

计 议 代
划 案 表
和 甯 资
财 查 格
政 委 宙

预 员 查
决 会 委
算 员
宙 会
查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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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律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民族委员会

城乡建设委员会(1985年11月设立)

秘书科

行政科

代表工作科

卤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