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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庐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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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庐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志编纂小组



九江市庐山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开展纪念庐山区人大常委会成立十周年

活动和编纂区人民代表大会志的决定
(1990年12月25日区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1年3月10日，是本区人大常委会成立十周年。根据上级人大

常委会要求，通过不同形式开展纪念活动，主要目的是总结县级人大

常委会成立十周年的工作，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更好地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纪念区人大常委会成立十周年，特作如下决
已}
户巳：

一、开展纪念活动的指导思想

纪念活动的指导思想：以《宪法》、《地方组织法》为依据，以

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问题》讲话为指针，围绕我国设立县级人大常委会的意义、

作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加强本区人大工作。

二、组织一批论述地方人大工作的文牵

从1991年元月开始，组织区一、二、三、四届人大常委会正、副主

任、部分委员和人民代表撰写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县级人

大常委会行使决定权、监督权和任免权的文章。文章要结合区人大常

委会十年工作实际，从理论上阐述地方人大常委会如何依法行使“三



权”。文章数量10篇左右，由区人大常委会统一命题，指定或特约专

人撰写，然后汇编成册。

三、认真总结区人大常委会十年工作 ．

总结的主要内容：1、概述十年来主要工作情况；2、十年来的

主要经验，从理论上阐述设立县级人大常委会的意义、作用和必要性；

8、十年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4、今后如何加强区人大常委会工

作。

四、编纂《九江市庐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志》

为了使区人大常委会十周年工作有个系统、详细的记载，决定编

纂《九江市庐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志》。编纂时限从1980年组织选举工

作开始至1991年3月10日截止，以留传后世。

五、拟于1991年3月9日由区人大常委会主持，召开纪念《九江

市庐山区人大常委会成立十周年》座谈会

参加会议50至60人左右，对象是：(1)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调研员、各办负责人，(2)一、二，三届区人大常委会正、副

主任；(8)一、二、三届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和人民代表， (4)各乡

镇人大主席团常务主席， (5)区委正、副书记，区人民政府正、副

区长，区政协、区纪委、区人民武装部和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

主要领导；(6)市人大常委会领导。

六、组织领导

整个纪念活动在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和主任会议领导下进行。并设

四个组：

一组由副主任税清泉、余启银负责，工作人员洪本华、陈新杰。

负责组织论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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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由副主任陆正枢和党组成员陈陆青、汪福生负责，工作人员

赵捷。负责起草十年工作总结。

三组由副主任邓晚成负责，成立编纂人大志领导小组。并聘请

一、二、三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喜玉、刘显枝、彭欣树为顾问。人

大志编纂由邓晚成主审，选任联办公室主任袁怀烈为责任编辑，洪本

华、陈秋林参加撰写。

四组由办公室主任王莉娅负责，工作人员有方和弟、海光生等。

负责座谈会筹备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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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和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目的，以坚持实事求是为要求。

二、编志原则：以记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活动为主要内

容，对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

察院选举的、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作记述。乡、镇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主席团列为一章记载。

三、编目：本志采取分章分节的表述方法，共9章39节，另列大

事记。

四、断限：本志上限从1981年3月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始，下

限至1991年3月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止。区人大常委会

会议上限从1981年5月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始，

下限至1991年2月27日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止．

五、体裁：本志采用志、表、图、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体。

六、本志内的各种数字，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

七、单位名称：郊区与庐山区、公社与乡(镇)、大队与村，志

书均以当时名称为准。

八、本志记载的区人民代表名单、列席人员名单，均未按姓氏笔

划排列，也无先后主次之分。

九、历届区人民代表和机关工作人员已逝世的，不作标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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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法律名称和单位名称：有的地方用法律金名，有的地方用简

称。单位有的用全称，有的用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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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法》。区某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区人大常委会。

十一、资料来源：本志资料主要是录自区历届历次人民代表大会

合订本、历届历次人大常委会会议记录和区人大常委会历年的文件、

视察、调查报告和简报。
’

十二、区人大常委会工作制度是历届逐步制定形成的，在录入本

志时，有的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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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浙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

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

有重大的作用。九江市庐山区人民代表大会1981年召开了第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从此，金区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历届人

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管理地方国家事务。同时，区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

常委会，使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得到坚持和完善。为了记

述本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管理地方国家事务中发挥的作用，

区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于1990年12月25日通过决

定，以1981年3月至1991年8月十周年为限，编纂《九江市庐山区人

民代表大会志》o

在编纂《九江市庐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志》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写实记实的原则，以大量事实总

结了本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成就，总结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

史，凝聚了本区历届人民代表和从事人大工作同志的心血，也为本区

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编纂《九江市庐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志》中，既考虑到年分的顺

序，也考虑到便于查找，按工作内容进行了分类，共9章39节。值此．

志书出版之际，愿全区人民抚今追昔，继往开来，同心协力，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庐山区而努力奋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庐山区是1980年组建的县级行政区。1980年4月，原九江市与庐

1JJ管理局合并，由县级市升为省辖市时，组建并管辖庐山区、浔阳

区、郊区。同年5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原九江市管辖的新港、

周岭、大桥、十里、水产、五里人民公社、茅山头垦殖场、市牛奶场

和原庐山管理局管辖的海会、高垅、威家、赛阳、莲花人民公社、庐

山综合垦殖场、庐山水产场、庐山农科所共11个人民公社、4个场、

1个所合并为九江市郊区，并成立了九江市郊区革命委员会。区革命

委员会成立后，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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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于1981年3月，召开了九江市郊区第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九江市郊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委会、郊区人民政府、郊区人民法院、郊区人民检察院。区行政机

关设在十里铺o

1984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人民政府的

通知和省、市委有关通知精神，全区管辖的11个人民公社改为乡。其

中，原大桥人民公社更名为虞家河乡，水产人民公社更名为七里湖

乡。1984午6月地市合并后，庐山成立风景名胜管理局，撤销庐山

区。同年8月7日，郊区更名为庐山区，并将牯岭镇划归庐山区管辖。

区行政机关仍设在十里铺。郊区改为庐山区后，市人民政府对本区管

辖范围作了部分调整，将原管辖的庐山综合垦殖场、茅山头垦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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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水产场、九江市牛奶场、市农科所划归市直接管辖。

庐山区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中游南岸，九江市城区周围。全区

倚山环城，襟江带湖，土壤肥沃，资源丰富。东面的新港乡与湖口县

对峙，南面的海会乡与星子县毗邻，西面的赛阳乡与九江县接壤，北

濒长江。境内南面有举世闻名的旅游避暑胜地庐山。全区东西长34公

里，南北宽29公里，总面积438．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0．68万亩，可养

水面3．7万亩，沿长江、鄱阳湖的水岸线长达66公里。截至1990年底，

全区总人口(包括驻区的中央、省、市企事业单位)为202，184人。

农业主要生产菜、牧、渔、粮、棉、油、林、茶、果等农副产品。非

金属矿储藏量较大，主要有瓷土、花岗石、石灰石、黄沙、河沙等。

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已成为全区的支柱产业。有水路、铁路、公路，

交通十分便利，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开发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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