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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7月7日召开，正式建立了地方国家

机关，至1990年3月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任期届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有

近36年的历史。从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尚处于

起步阶段，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亦处于萌芽状态，人民代表大会未能充分行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权力。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人民的

民主权力被剥夺殆尽，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粗暴践踏，人民代表大会停止了一切活动。中国共

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恢复和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人民代表大会

制日趋完善，根据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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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1980年底，经过直

接选举和差额选举，选出了乐至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1981年3月召开的县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本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县第七届至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任期九年中，一方面致力于依法行使职权的实践，一方面

努力加强自身建设，较好地发挥了县一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促进了民主和法制

建设的不断发展。

“盛世修志"，乃励精图治之举，把本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近36年的历史资

料，以忠于史实的原则加以直叙，汇编成《乐至县人大志》以遗后世，历史的经验教训，自

在其中。在本志的编纂中，为了比较完整地记述本县历史上民意机构的发展变化情况，把民

国时期的临时参议会，参议会的资料汇编入志，列为附记，至于建国初期的乐至县各届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四条“在普选的地方

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届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之职权”的规

定，它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按事

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各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纳入了《乐至县人大志》的主体结

构，列为专章记述。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为了对历史

记录不断线，在《乐至县人大志》中列为一节加以简述。

《乐至县人大志》的编修工作，因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加之部份历史资料散失或者虽

有而不齐全，致使纲目的编排上，不能形成完整系列，有些地方记述简略甚至不详不全，由

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望读者指正。

朱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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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乐至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的编且，上起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临时参议会成

立，下至1990年2月我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任期届满时。

二、本志的主体结构中只包涵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记

述内容，以体现县人大志属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志的本质。民国时期的民意机构——临时参议

会和参议会——列为搿前记移作为外延部分记述。

三，本志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和忠于史实的原则，对于民国时期的临时参议会和

参议会只作概略记述，对于建国初期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第一至六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也只

作概要记述，从第七至九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随着国情的历史性重大变化，

在行使职权上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自然地形成了人大志的重点部分，在记述上力求其详。

四、本志以语体文为主，适当地使用少量的、通俗易懂的文言词句，使记述文字尽量避

繁就简。

五、本志以可靠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完全按原貌记述，但对于与记述内容有密切关系的历

史背境，力求做到以准确、简练的语言加以表述，以助今后的读者对史事的理解。

六、对于各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和实绩数据，均按

当时的报告文件记述，对于反映实绩的数据与计戈!『，统计部门最后核实的数据不符的，以计

划，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

七、在本志内容中，凡涉及历次政治运动的问题，均按《中共中央关予建国以来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精神记述。

八、乐至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两次会议的文件资料已散失，只了解到一些零星情

况，仍按顺序列出章节，将所掌握的情况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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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至县人民代表大会志大事记

． 1949年 一。

12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由遂宁向成都挺进，先头部队于傍晚抵乐至县城，本县

宣告和平解放。

1950年

1月8日，乐至县人民政府成立，陈华(县委书记)兼任县长。

1 951年

8月10日至14日，召开乐至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

8月12日至16日，召开乐至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选出了第一届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1953年

7月1日至8月15日，在两个区，13个乡开展了乐至县第一期基层普选。

1954年

1月24日至2月20日，在8个区、53个乡和城关镇完成了第二期普选。

6月29日，全县66个乡和城关镇开完第一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出了

乐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7月1日至8日，召开乐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55年

9月10日至12日，召开乐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出了乐至县第一届人

民委员会县长、剐县长、委员和人民法院院长。

11月15日至12月1日，开展了乐至县第二届基层选举。

12月2日至4日，各乡和城关镇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出了乐至县第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

12月23日至26日，召开乐趸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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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
10月6日至9日，召开乐至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 ．1958年

8月8日至4月5日，开展了乐至县第三届基层选举。

4月中下旬，各乡和城关镇召开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出了乐至县第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5月1日至8日，召开乐至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59年

10月，县长李新年在反右倾运动中被解除职务，经县委决定由县委副书记张克敏主持县

人民委员会工作。

1960年

1月8日至5日，召开乐至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次会议，补选张克敏为乐至县人

民委员会县长，陈尧为副县长，予世俊，赵国华，傅文亮为委员。

1961年

6月15日至30日，各公社和城关镇开展第四届选举工作，七月上旬陆续召开第四届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出了乐至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0月30日至11月2日，召开乐至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62年

8月4日至6日，召开乐至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

。， 1963年

2月上旬至8月底，各公社和城关镇开展第五届选举工作，在3月底前，陆续召开第五

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出了乐至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7月12日至14日，召开乐至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

9月27日至29日，召开乐至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964年

12月14日至16日，召开乐至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

1965年

12月初至24日，进行了第六届基层选举，在各公社和城关镇召开的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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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议上，选出了乐至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6年

6月，靠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开始波击乐至县，党政机关的工作受到日益严重的干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亦从此中断。

1968年

9月27日，成立乐至县革命委员会。

1980年

9月下旬至12月底，进行了县、社两级选举。这次选举，开始实行代表候选人与应选代

表数有一定的差额和改过去的举手表决为无记名投票表决，由选民直接选出县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1981年

8月5日至11日，召开乐至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上选出了县人大常委

会，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以及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建立了乐至县人民代

表大会的常设机构。

5月13日，县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整治城河工程的决议》，同时发

出了整治城河工程的通告。县政府采取措施，发动群众，落实责任，完成了城河整治任务。

12月15日至21日，由县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带队，组织了二十五名同志，分四个组，重

点视察了工业、农业、商业等方面的工作。

1982年

2月，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在乐至县的省人民代表对县政府、农办，财办等十五个单位的

工作进行视察，向省人大五届四次会议提出了物价，农副产品收购等十个方面的问题。

8月，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县人民代表开展就地视察，并将代表们提出的250多条意见分

别送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

7月下旬，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驻会委员，部份工作人员以及县政府，“两院”有关人员

对办理议案的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9月16日，乐至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细则(草案)正式脱稿，属全省首列。

细则共十章、八十条，包括总则，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监督，人事任免l例会，发挥人民

代表作用，讨论修改法律草案和本行政区域的重要规定等。

10月12日至10月31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建民带队，一行五人，先后列重庆、万

县、南充等市，县、区人大常委会学习人大工作经验。这是我县设立县人大常委会后首次派

人外出参观学习，为搞好县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

12月上旬，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县人民代表组成两个视察组，分别对城镇，农村14个单位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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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县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情况进行重点视察。

1983年

4月21日至25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委员和工作人员深入全县十八个机关单位，十九个 ．

公社，调查了解农村开展清理、纠正乱占耕地建房、乱伐树木和执行“双包"合同以及农业

生产情况，督促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解决存在的问题。

7月30日上午，县人大常委会隆重举行颁发干部任命书大会。

8月，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份县人民代表，对商业、水电、粮食，司法等十个单位贯彻

执行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在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宪法活动的决议》

的情况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视察。

1984年

1月10日至12日，县委召开选举工作．--干，，(县，区、乡)会议，安排部署换届选举

工作。

3月20日，全县统一进行选举县、乡(镇)人民代表，选出乡镇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一

表5006名，县人民代表385名。 ?

4月16日至21日，召开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计

委、财政，县人大，法院、检察院等工作报告，选出了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

以及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4月，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就农村“两户"(重点户，专业户)，集资办学、

城镇管理，贯彻《四川省绿化暂行条例》，社会治安，爱国卫生和防疫等项工作，开展了专

题调查。

5月28日至30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六名省人民代表围绕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有关议

题，视察了农办、检察院、公安，卫生、文教等13个单位的工作。

6月8日至21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机关人员赴自贡、乐山、荣县，峨眉，温江、金 J

堂、中江，遂宁等两市、六县人大常委会学习考察。 1

8月下旬，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县城部份县人民代表，针对县城鲜肉严重供应不足，蜂窝

煤供应紧张等问题，开展了专题视察，解决了吃肉，烧煤难等问题。

12月4日至9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一府两院’’及有关部门领导对全县八区一镇贯彻

执行宪法以及县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支持保护和发展农村“两户”合法权益，关于贯彻绿

化暂行条例和贯彻食品卫生法的决议情况，分四个组进行了检查。

12月19日至21日，中共乐至县委召开人大工作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全体成员、专职

委员和室、科负责人，县政协，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政研室、纪委、县委办

公室负责人各一名，县府党组全体成员、“两院"党组书记以及县府所属各委办局的党组书

记，各区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参加了会议。

q

1985年

3月28日至31日，召开乐至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

4



计委、财政局，县人大常委会、法院、检察院等工作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5月30日至31日，召开乐至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乐至县出席内江市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投票选出了51名出席内江市第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11月25日至29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机关部份室、科领导及有关部门领导对良安乡学

法、执法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

12月5日至7日，县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联系组、代表小组长工作会议。

12月9日至14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机关部份室，科领导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到石

湍、石佛、回澜、良安，畜牧局等区和部门，对贯彻执行经济合同法以及畜牧业发展的情况

进行了专题调查。

1986年

1月12日，县人大常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各个县人民代表小组针对各级政府及所属部门

贯彻国家的法律、法令情况和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其它一些问题，就地进行一次全面的

视察。

8月25日至29日，召开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计

委、财政局、县人大常委会、法院、检察院等工作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4月上旬，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在我县的省、市人民代表专题视察了财政，水电，城建、

环保部门的工作。

9月，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机关室，科人员及有关部门领导深入到县直及区，乡，镇等24

个单位对普法学习和社会治安情况进行了检查。

11月20日至22日，县委召开换届选举工作“三千"(县、区、乡)会议。全面系统地部

署换届选举工作。

1987年

8月9日至14日，召开乐至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到代表320名，实到

317名，特邀列席代表及工作人员400名，合计723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财政局、

讦委、县人大常委会、法院、检察院等工作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会议选出了县人大

常委会，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选出了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3月16日至17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住城区的24名省、市人民代表及部份县人民代表对

农业局、防疫站，邮电局的工作进行了视察。

4月6日至11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东禅、红泉，金钟、三星桥、马锣、光

明、牌楼、桂林等乡镇对贯彻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4月8日至14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马锣，东岳、永胜，乐阳，新团乡、农

贸办，农业局、种籽公司、气象局、石油公司、水电局、农资公司等地对开展抗旱夺丰收的

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4月7日至10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万古桥、东禅、蟠龙、汪家桥，陈寺祠

等水库，对贯彻实施渔业法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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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同志前去陈毅旧居陈列室栽花、植树。

5月18日，县人大常委会隆重召开颁发任命书大会。县委、人大常委会、政府领导分别

在会上讲了话。

5月25日至6月lO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对公检法三机关实施刑法、刑诉法情

况进行检查。

8月24日至26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水电局，卫生局、绸厂、水泥厂等六个

单位，对开展普法教育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6月23日至27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回澜区、宝林区、新中乡、东山乡、盛

池乡、中和乡、劳动乡等区，乡(镇)对农副产品收购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8月31日至9月2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文教局，棉麻公司、物资局、工业

局、审计局对开展审计工作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9月3日至4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宝林区医院、县人民医院、天池镇医

院，回澜区医院、县中医院，城关镇医院对开展“四职”教育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9月1日至5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公安局、天池镇派出所、良安区派出

所、全胜乡、童家区派出所、石湍区派出所对社会治安管理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一

10月1日至12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专委开展联系选民活动。分别到永胜、 'I

新中乡、东山乡，凉水乡、新乐乡、香泉乡联系选民，体察民情。

1D月13日至17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龙门乡，大佛区、东禅乡、新中乡、良

安区，水平乡、金顺乡，水电局对农田基本建设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10月14日至23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通旅乡、民胜乡，水平乡，童家镇，仙

鹤乡、棉纺厂筹建处对土地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10月13日至11月2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红鞍乡，马锣乡、土桥乡，双河

乡、林业局等地对贯彻实施森林法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11月25日，县人大常委会在县城池南路修建职工住宅和办公楼(各一座)破土动工。县7

人大常委会负责修建的副主任朱正患同志与乐至县第二建筑公司二分司法人代表朱开云签订 ．J
了“乐至县人大常委会建筑工程修建协议书。矽 、

1

1988年

8月2日至6日，召开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应到代表318名， (选举数

是320名，唐顺家病故，戴向东调内江市政法委)实到会297名。列席86名，工作人员54名，

合计437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计委、财政、县人大常委会、法院，检察院等工作

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3月6日，县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联系组长、小组长会议。

4月16日，县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联系组长工作会议。

5月8日至5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份县、市人民代表到农贸办、生资公司、县联

社、县磷肥厂、良安供销社、石湍供销社，向龙乡八村、二村、通旅乡一村等地对生产资料

供应情况进行了视察。 ．。

5月23日至27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城区部分省、市县人民代表到中和、金顺、水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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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龙，红泉，新中，高峰，翻水等乡(镇)视察7小春粮油收购情况，督促县政府解决了在

收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7月4日至14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百货公司，糖酒公司、食品公司，农资

公司，日杂公司、童家、南塔供销社对商贸企业深化改革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

7月13日至19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石佛职中，童家职中，天池镇职中、回

澜区、东山乡，新乐乡，县联社等单位对开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7月22日，县人大常委会向县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各区，乡(镇)政府

及县府所属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发出了关于全面开展对执行宪法、婚姻法，刑法，刑诉

法，民法通则，民诉法，经济合同法、继承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简称“十法两例移)以及部门的单行法律规定进行检查的通知。要求

各单位首先开展自查，写出自查总结，尔后由县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员进行重点抽查。

8月22日至23日，为了掌握全县各单位对搿十法两例劳执法自查的进度，及时纠正在自

查中出现的问题，以保证执法自查工作的有效开展，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四个组分片区进行检

查督促，深入到65个单位了解自查情况。

9月21日至30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深入到53个单位对开展“卜法两例”的自

查情况进行了重点抽查，写出了执法检查总结。

10月4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省人大代表吴启茂同志组织在乐至县的省人民代表视察

了川鄂公路乐至段，根据路面坑坑凹凹，各地路经此段的驾驶员怨声载道，而财政根本无力

解决修路经费的状况，书面要求省人大常委会责成省交通部门来川鄂公路乐至段现场查看。

在省人大常委会的督促下，10月20日省交通厅的负责同志亲临川鄂公路乐至段视察，并作出

了整治路面的安排·

1989年

1月7日至14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八区一镇对执行城镇建设总体规划，加

强城乡建设和管理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1月11日至17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天池镇派出所、南塔区派出所，石佛区

派出所，良安区派出所，公安局等十一个单位对社会治安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2月14日至16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市人民代表及县人大常委会驻会组成人员到计委，

经委，公安局，财政局、商业局、工商局、文教局，卫生局、农业局、水电局、蚕桑局，物

价局等单位对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视察。

8月20日至23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香泉乡，盛池乡等地对乐至县改善办学

条件，改造学校危房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8月13日至17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永兴棉花沟水库、宝林桂花水库，全胜

等地对贯彻水法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3月17日至19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宝林区、新观音乡，石湍镇、保安乡，

右湍供销社等地对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夺取1989年农业丰收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5月22日，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学习讨论了李鹏总理、杨尚昆主席5月

19日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题目是。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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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月6日至7日，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职工大会，学习讨论了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发

言人关于戒严部队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的讲话，解放军报社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坚决

镇压反革命暴乱，杨汝岱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关予稳定我省局势，做好四点工作的讲

话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

6月19日，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职工大会，学习讨论了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

队军以上千部时的讲话。

6月27日，县人大常委会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学习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中

央顾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公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公报，以及邓小平同志关于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和人民日报社论：坚持立国之本，走好强国

之路。

7月12日至14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氮肥厂，红旗丝厂、水泥厂对企业法贯

彻实施一周年来的情况进行了专题检查。

8月25日至31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八个区检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贯

彻执行情况。 ．

8月10日至13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人员到全县八区一镇检查《四川省计划生育条

例》的贯彻执行情况。+

10月16日，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启茂、法制

科长赵声君、组织部长蒋永廷，统战部长曹盛铭、民政局副局长韩先弟前去参加了会议。．，

10月28日至29日，乐至县县、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一

次选举工作会议。县选委会全体成员、县委办、县府办、政法委、经委，农贸办，计委，．宣

传部、政协，法院，检察院各一名领导以及各区区委书记、管组织的副书记；乡(镇)党委

书记、区、乡(镇)民政助理员，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同志参加了会议。

11月22日，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选举工作会议，县选委会部份成员，县直各系统联络

员，县直各系统各选区选举办公室主任、天池镇选举委员会主任以及各选举指导办公室负责

统计工作的同志，县选办正、副主任，选办下设各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 ～．

12月8日至9日，乐至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三次选举工作会议。全体选委会成员i县直

各系统、各区选举指导办公室领导(县直系统选举指导办公室正副主任、各区选举指导办公

室主任一名，统计员一名)，各乡(镇)选举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县直局级以上单位

的主要领导、各系统联络员、县选举办正副主任、选办下设各组负责人，红旗丝厂、氮肥厂

等单位领导出席了会议。 ‘?

●

1990年
’

。 ‘

，

1月10日，全县县人民代表选区117个，乡、镇代表选区1001个，分别投票选举县、乡

(镇)两级人民代表。选出269名县人民代表，2603名乡(镇)人民代表。

1月15日至16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省人民代表，部份市、县人民代表分三个组分别到

城建局、国土局、工会、川剧团，文化馆、粮食局、食品公司等部门对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扫黄静除“六害”、市场物价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视察。并向省人大常霉会写出了视察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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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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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规

定。 “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

大会的职权。弦1950年8月29日，川北行政公署在搿关于1950年川北政权建设工作初步意

见弦中，就开好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如下指示。“人民代表会议，不但是我人民政府

宣传政策、团结群众及各界民主人士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一个很好组织，而且是我们倾听

群众及各界人士之意见，改正自己错误，实行名符其实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它是要

在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之前，逐步地去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因之，它不仅是我们有步

骤的把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经过人民代表会议加以贯彻，而且是检查我们政府人员是

否尽忠职守，克尽职责的一个最好领导机关⋯⋯。我们必须贯彻中央与西南军政委员会对这

一工作的历次指示，把开好人民代表会议作为我们搞好政府工作的主要环节之一。"乐至县

从1950年8月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起，至1953年2月止，共经历四届各

届人民代表会议，开会十次。县各代会是按年份分届，每届的各次会议代表名额和人选均有

变化。代表的产生办法是根据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通过的Ⅸ县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办理的t农民的代表由乡或村农民代表大会或农民大会选举产生，

县人民政府的代表由县长、副县长等充任I各党派、团体、机关及驻县部队的代表由县人民

政府分配名额．由各自单位选派，其他方面的代表由县人民政府邀请。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任务是讨论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中心工作以及其他重点工作，贯彻党

的有关方针政策，动员各界代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积极协助政府推

行工作。第一届和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吸收了部分能够守法的中小地主参加，以推动减

租减息和征粮等任务的完成。在土地改革期中，则只有个别被定为开明地主的代表人物作代

表。在1950年8月12日至16日召开的一届二次会议上，选出了11名委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

由县长朱芳福为主任委员，工商业代表陈恕和农民代表黄大富为副主任委员。在1951年9月

19日至22日召开的二届三次会议上，改选了常委会，委员增至17人，由县长张怀仁任主席，

民主人士陈嗥叔和农民代表黄大富任副主席。1954年7月1日召开乐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人民代表大会所取代。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则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5月13日‘54>政邓字第34号《关

于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各级协商机构暂时保留的联合通知》，作为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的地方机构暂时保留，继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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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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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

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力乐至县基层普选工作分两期进行：第一期1953年7月1日至8

月16日，完成两个区、14个乡，第二期1954年1月24日至2月20日完成8个区、53个乡和1

个镇。1954年7月1日至8日召开第一届县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1954年4月15日

中央选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政务院第二一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召开省，市、县人民代表

大会的几个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省、市、县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不在首次会议选举其本级人

民政府"的要求，到1955年9月10日至12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才选出县人民委员会组成人

员。1954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通称“地方组织法")，同月28日由

国家主席命令公布实施。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

下列职权； (一)保证法律，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j (=)在职权范

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规划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公共事业、优抚工作和救济工作，

(四)审查和批准预算和决算， (五)选举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六)选举本级人

民法院院长，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并且选举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七)选举上一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 (八)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委员会和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j (九)改变或

者撤销本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十)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

不适当的决议和下一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十一)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

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十--)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第十条规定县人民代表大会每

年举行两次。从1954年7月1日至1965年12月30日，共经历六届代表大会，举行过12次会

议。其中，会议安排在一季度和二季度召开的各1次，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召开的各5次，

安排8天会议时间的7次，4天的5次。1960年没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第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也只在1965年12月底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每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县人民政府和县人

民法院都向会议作了工作报告，代表大会进行审议后都通过了相应的决议J有选举任务时依

法进行了选举。但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大多在第三，四季度并且时间安排较紧，这对于充

分发扬民主不无一定影响。在这十年多的时间内，国家的立法工作正处于开始阶段，立法不

多而宣传甚少，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观念也还处于萌芽状态；县委设置

了与政府对口的各种工作部门，形成了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局面，1957年的反右斗争被严

重扩大化使民主空气有所减弱；加之部分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较差对言路起了一定的堵塞作

用，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在依法行使职权上就显得不够充分。1964年2月17日县人民委员会写

了一篇《关于乐至县政权工作简结》有以下几段话。 “由予法制宣传工作被忽视，千群法翩

观念淡薄，在选举工作中发扬民主差，有搞形式、走过场的偏向。刀“人民代表大会很少如

期召开，往往以开一揽子工作会议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移“经过选举产生的干部调动频

繁，不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就随便任免。"“基层政府在选举时成立的几种工作委员会形同虚

设，有的长期无人负责。"“从1959年到1961年这段时间内，党政领导集中精力于组织群众

和自然灾害作斗争，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对政权工作的领导有所放松，在政权机构和

贯彻执行各种制度方面产生了一些薄弱环节。政府各部门之间工作发展不平衡，部分基层政

权组织对贯彻执行某些政策法令上也做得较差。"这就说明，整个问题的实质是政权工作没

有走上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其职权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主客观



因素的制约。

1966年夏秋之交，口文化大革命黟的浪潮开始波及乐至．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人民代

表大会从当年起停止召开。1968年9月27日，成立了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组成

的县革命委员会。

1980年9月下旬至12月下旬，全县进行了县，乡两级直接选举，选出了乐至县第七届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1年8月5日至11日，召开了乐至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至此，中断了15年之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告恢复，并且根据1979年7月1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地方组织法的规定，设立了县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依法行使本级地方国家权力。县人大常务委员会的主

要职权是。一、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包括根据人民政府的建议，

决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部分变更，以及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等等。

二。决定人事任免，包括任免和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个别副职领导人，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成

人员，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在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正职领导人因故不能担

任职务的时候，决定代理的人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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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遵守和执行。领导或者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

举。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在监督方面，县人大常

委会有权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

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有权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本级人民政府的

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县人大常委会成立后，及时召集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举行常务委员

会会议，依法行使地方组织法所规定的职权，克服了会议中的形式主义，注重了会议的实际

效果I狠抓了法制宣传和依法办事，逐步地改进了干部任免工作，在选举工作中注意了代表

的议政参政能力，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组织了代表开展各种履行代表职责的活动。在第

七，第八、第九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任职期中，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不断取得进展，较好地发挥了县一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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