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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西吉县委书记杨锦明

世纪之初，在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五十周年华诞之际．首部<西吉县人

民代表大会志>经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和共同努力，终于什粥司世了。

作为—部县级人大专志，<西吉县人民代表大会志》遵循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历史、忠实于宪法和法律

的原则，真实反映了西吉县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基本经验，翔实记述了从1949年西吉

解放到2003年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届满，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县过渡准备，正式创建，十年沉寂、

重新恢复和发展完善这一历史过程，展现了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依法履行各项

职责，认真实施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和任免权，积极投身于全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

精神风貌和工作情况。填补了西吉政权及民主政治建设史的空白，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实用性和可读性，为

今后进—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起到了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值此，我向付出辛勤汗水籼凸血的

广大编辑人员和所有关J厶、支持、帮助志书编纂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J厶的感谢!

五十多年来，西吉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县委的工作部署，坚持

马列丰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抓住事关全县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I司题，在积极开展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

查，实施对‘‘-俯两院”工作的有效监督，讨论决定涉及全局重大事项，广泛联系人民代表，认真办理代表

议案建议，办理人民来信来访，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做了大虽富有成效、富有创新的工作。在不同历

史时期、不同形势下，不断探索、总结我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充分发挥了地方

国家权力机撒革、发展，稳定中的职能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全县i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匝l首过去，在五十多年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实践中。我们探索和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取得了有目

共睹的成就。展望未来，县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推进全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

展的进程中负有重要职责。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县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在“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始终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立足服认和服务于全县工作大局，紧抓加快发展第一要务，积极探索新时期人大工作的特点

和规律，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的决策，切实履行

好法律赋予的对重大事项的审议决定权、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权及机关领导成员的任免权，进一步规

范和强化人大监督职能，推进依法治县进程，努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为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政治

稳定、社会进步的新西吉谱写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2003年1月20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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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存史务今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当人类步人二十—世纪之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举世瞩目

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大会庄严宣告，我国进入全面霆醚列、踌∈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丰义现代

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值此盛世之秋，《西吉县人民代表大会志>(以下简称志)—书，将要付梓问世与读者见

面了。这是为数不多的县级人大专志之一，是值得庆贺和欣慰的事。谨望献给从事人大工作椭西吉经济
妇粥鞠I社会发展不辞辛劳的各级领导、人民代表和广大干部群众。并作为—份厚礼谨献给既将到来的我国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五十周年华诞。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由我国的国体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T入阶级领导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俐受利属于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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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I锰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回首过去的半个世纪，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创造性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

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

程，我们的党和国家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

确道路胜利前进，开创了历史的辉煌。

西吉县是—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又是经济基础落后的革命老庆。纵观历史，我们所走过的各个历史阶

段，同样显现着人民共和国经历的足迹。既有辉煌，也饱含着沧桑。半个世纪风雨历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在这里也留下了一条不断探索、完善的不乎凡的轨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建设有了重大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于1981年1月弭开的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

产生了县人大常委会。■十多年来，在县委的领导下，在上级人大常委会的关怀指导下在“—府两院”及全

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严格依法履行职权，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中，较好地发挥了职能作用。

“志”以图文并茂的版面，丰富的内容，比较系统翔实地记述了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到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建立，恢复、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它是一部难得的专志史料，是全县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丰义，不断深化认识，艰苦奋斗的记实。也是一部幕层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建设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及政权建设的实践史。我坚信它既有“存史”的意义，又有“鉴古务今”，继往开

来，给人以启迪和引人深思．不断总结经验，与时俱进的作用。有—定的可读性和参考价值。



编“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

路线，基本理论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I．口J题的决议》为准绳，以维护党的

领导地位和改革开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原则，严格遵循宪法、法律及党和国家的现行方针、政策，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生义的观点，立足当代，详今略远，客观、真实地反映西吉县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发展历程，力求科学、规范，详略得当，为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继

往开米，开拓创新，提供历史借鏊。

编纂西吉县人大志，是历届人大常委会领导和同志们的共同夙愿，渴望在仃生之年见到自己的人大

志。第十届人大常委会曾组织专人调查考证，收集整理过部分资料。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根据大家的建议，

多次酝酿．一致认为在本届人大及其常委会任期内，对半个世纪的资料认真收集整理．编纂人大志恰逢其

时。

“志”的编辑工作。人大常委会全体同志不辞辛苦，精心构思，反复查阅档案，深人调查，广征博采史

料，夜以继日地伏案笔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同时，得到了区、市县各级领导的重视，关怀和鼓励。县财

政局、县志办，档案馆等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通力橼作。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志书凝聚着众多人的心血是

集体智慧的成果。

但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加之时问跨度大，历史资料残缺不全，其中的遗憾与不足—定在所难免。衷

心希望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最后，我谨代表西吉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大志编纂委员会，向所有为这部志书的编

辑出版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谨以为序。

2002年11月9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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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西吉县人民代表大会志》(以下简称人大志)的编纂以党的十五大、十

六大精神和邓小平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理论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的原则，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相统一，成为

具有时代特点的西吉县人大史。

二、本志按时间顺序，收录了从1949年西吉解放到2003年县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届满，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全部内容。

三、本志采用章、节的结构形式，运用规范简化字，横排版。分西吉县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人物名录共五章。各章

又根据内容设置节。相关重要资料作为附录。

四、人大志采用文字叙述和图表、照片相结合的形式编纂，以文为主。

五、人物名录以任职时间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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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西吉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六盘山西麓。地理位置处在东经1050

20’-106004’，，北纬35035’一36014’o南北长74公里，东西宽67公里，总面积

3144平方公里d据2002年年底统计，全县总人口453324人。其中回族239038

人，占总人口的52．7％。西吉县于1942年10月10日由海原、固原、隆德、静宁、

庄浪五县边境地区划域建县，县城设在沐家营。建县至1958年以前，曾先后隶

属甘肃的定西专区、平凉专区和西海固回族自治区、固原回族自治州所辖。

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西吉划归自治区，隶属固原行署、现

为固原市。

编史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为便于全面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在西吉建立和发展的历史，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编纂《西

吉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编志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精神和邓小

平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江泽民地方各

级人大也要总结经验。不断地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等

指示，本着实事求是，详近略远，回顾过去，放眼未来的原则，全面总结西吉县

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以及人大工作的基本经验，以便进一步做好

新形势下的人大工作，进而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社会主

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县进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组织

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履行国家

权力机关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和人事

任免权。西吉解放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创建确立到发展完善，对全县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9年8月9日西吉县获得解放。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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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主人，开始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从1949年11月到

1954年2月，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则》，西吉县实行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人民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参政议政，决定全县的重大事

项。1954年9月，我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后，依据宪法，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54年6月至1963年12月，西吉县共召开了5届9次人民代表大会。这

期间基本上每两年一届，每年一次会议。

1964年到1976年，由于进行“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仅在1968年8月

召开了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且参加会议的代表不是由选民选举

产生的，而是由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协商推选的群众组织代表和被群众

组织结合的干部、军方代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8年6月召开了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拨乱反正，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正式恢复。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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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选举

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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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并先后三次对上述两个法律作了修正。从而，使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逐步法律化、制度化。

按照选举法的规定，于1980年9月至11月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了西吉

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1年1月11日至17日举行了西吉县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首次选举产生

了西吉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将西吉县革命委员会改为西吉

县人民政府。选举产生了县长、副县长，同时选举了县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人民

代表大会职权。从此，我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党的十五大向全党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

并载入了宪法。进入两千年以来。区党委和县委先后召开了全区、全县人大工

作会议，并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大工作的意见。为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在新世纪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从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到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届满，县人民代表大会七次换届选举。期间．召开会议22

次，选出县人大代表1422名。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在实践中经过三次修正，把

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范围从乡镇扩大到县，规定实行普遍的差额选

举，选民或者代表都可以依法联名提出候选人。现在选举制度、选举程序、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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