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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以史为鉴，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治国安邦的优良传统。新中国诞生以

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曾对全国编史修志作出重要指

示。《商丘县人大志》适逢新世纪之初和新中国53华诞之际，成书问世，可喜

可贺!

商丘县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商丘古地，从黄帝玄孙商始祖契(商)

在此立国至今，已有4500余年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底蕴丰厚。商丘人杰地

灵，钟灵毓秀，英才辈出，物阜民丰。抚今追昔，纵观历史，商丘黄土地上人

类社会制度曾先后经历原始社会部落酋长军事民主制，奴隶社会宗法制，封建

社会君主中央集权制。而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形成、确立、发展、完善都是社

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反映，都要经过大浪淘沙，击浊扬清，不断变革调整，发

展完善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一历史选择，是中国人民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艰苦奋斗的革命成果。历史实践证明，这个制度代表

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历代

社会政治制度都无法比拟的o

1948年，商丘县建立人民政权。1949年8月，商丘城各界代表会议首次召

开，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其后，在中共商丘县委领导下，努力进行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先后经历了1949—1966年创建和稳步发展时期；

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挫折和破坏时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之后商丘县人大恢复，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1981年以来，县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代表人民利益，倾听群众呼声，开拓进取，锐意创新，在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组织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地方大政方针

的贯彻，促进改革开放，维护安定团结，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均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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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充分显示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

1997年，国务院批准商丘行政区划变更，商丘撤地建市，商丘县更名为

商丘市睢阳区，儿月20日商丘市睢阳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

开。商丘县人民代表大会从1949年初创至1997年走过48年的光辉里程，完成

了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鉴于此，2001年6月，睢阳区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作出决定，并组织人员编纂这部总结商丘县人大历史，资治当今，

惠及后世，依法治县，继往开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商丘县

第一部社会主义人大新方志。

《商丘县人大志》在编纂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田纪云欣然为本志题写书名，原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析综、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任克礼、副主任王有杰、中共商丘市委书记刘新民、商丘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庄敬山、原商丘地区人大工委副主任董训道、中共商丘市睢阳区委

书记张继敬、区人民政府区长刘沛、区政协主席顾相亭分别为本书题词。

在编修过程中，中共商丘市睢阳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各有

关单位鼎力相助，谨此书成之日，向为该书热情关怀的上级领导和有关单位以

及辛勤笔耕的诸位编辑同志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书成之日，阅毕全书，掩卷沉思，感慨万千。以上寥寥数语，是为序。

商丘市睢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培敬

2002年11月2日



凡 例

一、《商丘县人大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

是地记述商丘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和现状，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力求

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全志遵循方志学的编纂方法，以时为序，纵写历史；事以类从，横分

门类。篇目设置采用章、节、目结构形式。志书前设序、商丘县情；书末设

跋、附录、编后余墨，全书约68万字o ‘

三、全志记述以详近略远为原则，浓墨重彩重点记述商丘县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中共商丘县委员会领导下，行使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实践活

动，探索依法治县的历史发展规律，展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发展和探

索、创新的历程，以求达到总结历史、服务现实、有利后世的目的。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主要是文字记述，以志为

主，图表穿插于志书有关章节，不宜归章且具有历史价值的重要文献、史料收

入附录o

五、全志上限为1948年11月6 Et商丘县解放始，下限为1997年11月20

日j散县建区止，个别有连续性的重大事件适当下延。

六、全志以语体文记述，使用规范简化字，用第三人称表述，公元纪年用

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采用亩、米、平方米、公里、平方公里、公斤、吨等，

上万的数目用万米、万元、万公斤、万公里，小数点后一律取两位。名称运

用，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为新中国

成立前；商丘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县人大常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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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组织法》。

七、全志资料来源于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重要文件，一般注明出处；来

自睢阳区人大档案室、区档案馆、区直部门和其他方面的重要资料，经核实采

用，一律不注明出处。



河南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析综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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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商丘市睢阳区委书记张继敬题词

商丘市睢阳区第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培敬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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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睢I'E1区人民政府区长刘沛题词

政协商丘市雎阳区委员会主席顾相亭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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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县情

商丘县情

商丘县位于河南省东部，地处豫、鲁、皖三省要冲，素有“中州锁钥，豫

东门户”之称。地理坐标为北纬34003’一34038’，东经115020’一11504870北隔

黄河故道与山东省曹县、单县相望，南和柘城、鹿邑、毫州市相邻；东与虞城

县邻界，西和宁陵、民权县接壤，中括商丘市。全县东西宽40公里，南北长

56．5公里，总面积为1572平方公里，占河南省总面积的O．95％o全县共辖27

个乡(镇)，564个行政村，4个街道办事处o 1997年，全县人口109．71万人，

耕地166．71万亩，人均耕地1．52亩。

商丘县系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平均海拔46米。

属暖温带季风气候，春季多风雨量少，夏季炎热雨集中，秋季凉爽日照长，冬

季寒冷少雨雪，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季风转换明显，无霜期较长，适宜农作

物生长。农产品资源丰富，盛产小麦、玉米、棉花、大豆、烟叶、瓜果蔬菜

等，是全国重点粮、优质棉基地县和重要农副产品产区，又是全国生猪、山绵

羊、西门塔尔牛生产基地县，农业部命名的秸秆养牛推广示范县和十佳县，全

国平原绿化林业百佳县，是闻名全国的泡桐之乡。

商丘县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众多，名胜古迹星罗

棋布，具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全县重要文化遗址100多处，古建筑14

处，古墓葬35座，历代碑刻300余通，出土文物1246件，确定为国家、省、

市、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9处。这些灿若星辰的古迹胜景，构成了古老商丘

恢宏壮丽的历史长廊画卷，展示出商丘古老文明的辉煌形象。

商丘县所处地理位置优越，京九铁路纵贯南北，陇海铁路横穿东西，东起

连云港西至霍尔果斯的310和北京至珠海的105国道，在这里交汇，形成铁

路、公路双交叉的“黄金通道”；县境公路除2条国道外，另有省道5条，县

道14条，总长达409公里。以商丘县城为中心，公路纵横交织，辐射四面八

方，各种车辆川流不息，日平均车流量达3万多台次。受京九发展机遇、西部

大开发机遇推动，商丘成为豫东通南达北、贯东连西的车流、人流、物流、信

息流的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今后的15年，经济学家预测：商丘古城是镶

嵌在“黄金通道”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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