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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我军占领南阳

毛泽东

(1948年11月5日)

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

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
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28宿，即刘秀的28
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在过去一年中，蒋介石极重视南阳，曾于此设立所谓
绥靖区，以王凌云为司令官，企图阻遏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展的道路。上月，白崇禧使用黄

维兵团三个军的力量，经营整月，企图打通信阳、南阳间的运输道路，始终未能达到目的。
最近蒋军因全局败坏，被迫将整个南部战线近百个师的兵力，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和以汉
口为中心的两个地区，两星期前已放弃开封，现又放弃南阳。从此，河南全境，除豫北之

新乡、安阳，豫西之灵宝、阂乡，豫南之确山、信阳、潢川、光山、商城、固始等地尚
有残敌外，已全部为我解放。去年7月，南线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敌后实行英勇的进军以来，

一年多时间内，除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以外，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大别山区(鄂
豫区)、皖西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江汉区、江淮区(即皖东一带)恢复和建立

了稳固的根据地，创立了7个军区，并极大地扩大了豫皖苏军区老根据地。除江淮军区属

于苏北军区管辖外，其余各军区，统属于中原军区管辖。豫皖苏区、豫西区、陕南区、桐
柏区现己联成一片，没有敌人的阻隔。这四个军区并已和华北联成一片。我武装力量，除

补上野战军和地方军一年多激烈战争的消耗以外，还增加了大约20万人左右，今后当有

更大的发展。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
有江淮河汉区域，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在去年下
半年的一个极短时问内，我们在这一区域曾经过早地执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犯了一些策略

上的“左’’的错误。但是随即纠正了，普遍地利用了抗日时期的经验，执行了减租减息的
社会政策和各阶层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这样，就将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阶层，均

联合或中立起来，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及乡村中为最广大群众所痛恨的少数
恶霸分子。这一策略，是明显地成功了，敌人已经完全孤立起来。在我强大的野战军和地
方军配合打击下，困守各个孤立据点内的敌人，如象开封、南阳等处，不得不被迫弃城逃

窜。南阳守敌王凌云统率的军队是第2军、第64军以及一些民团，现向襄阳逃窜。襄阳
也是国民党的一个所谓“绥靖区"，第一任司令官康泽被俘后，接手的是从新疆调来的宋
希濂。最近宋希濂升任了徐州的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所主任去代替原任的杜聿明。杜聿明
则刚从徐州飞到东北，一仗惨败，又逃到了葫芦岛。王凌云到襄阳，大概是接替宋希濂当

司令官。但是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
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

本文根据1981年7月9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的文稿收录。

(编者注]1948年11月4日晚，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得知中原战略要地——南阳解放的消息，使他浮想联翩，夜

不能寐。5日凌晨，他挥豪书就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这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谈古论今，气势磅礴的述评新闻。

毛泽东这篇千言文章，是一篇罕见的杰作。胡乔木在他《回忆毛泽东》中写到：“像《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

外的新闻史上，也是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很自然，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的掌故很自然地

联系在～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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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编修《南阳市卧龙区人民代表大会志》，是为了及时、准确地记载南

阳市卧龙区和县级南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含县级南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经走

过的五十六年的光辉历程，给后人留下可资借鉴的资料。

1994年7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南阳地区，设立地级南阳市，撤销县级南阳市(以下均略“县级”)

和南阳县，将南阳市和南阳县各一分为二，在南阳市的基础上设立卧龙区，在南阳县的基础上设立

宛城区。1994年10月12日，南阳市卧龙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南阳市人民代表

大会随之更名为南阳市卧龙区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历史不能中断的原则，本志的上限起自1948年

11月8日南阳市人民民主政府成立，下限止于2005年6月30日。

南阳市卧龙区和南阳市人民代表大会，是本行政区域内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同级国家机关

中处于最高、全权、核心的地位。五十多年来，在中共南阳市卧龙区委和中共南阳市委的正确领导

下，南阳市卧龙区和南阳市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

会同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本行政区

域内的建立和发展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推进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主义民主法

制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促进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各族人民按照民主集中的原则，由人民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产生代

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国家事务，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国

家学说同我国民主政权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的政权组织形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

本政治制度。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的国家里，真正实

行这个制度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阻力。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性质、地

位和职权尚无完全落实，有些方面差距还比较大。全国如此，南阳市卧龙区和南阳市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也不例外，各项工作还都不尽如人意，存在不少的差距，有待后人去进一步的提高

和完善。

主编专志，虽自出机杼，却勉为其难，由于缺乏修志的经验，谬误在所难免。然而，我们力求

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详实的资料，集中而真实地再现了南阳市卧龙区和南阳市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历史。因往而察来，见微而知著。对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有

借鉴意义的。

编修专志，工程海瀚。在编修过程中，有关部门积极配合，通力协作，全体编修人员付出了艰

辛的劳动，我谨向为编修本志倾注了心血，作出了贡献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为志作序，很不得体，谨此数语，以致祝贺。

-5-

王明堂

2005年8月28曰



凡 例

本志为专志，其编纂体例如下：

1、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关法律法规为

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作到思想性、法律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

一o

2、根据历史不能中断的原则，既记述了南阳市卧龙区人民代表大会，也记述了其前身县级南

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南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上限为1948年11月，下限为2005年6月。

3、全志分总述、各界代表会议、代表普选工作、大会组织工作、开幕贺词讲话、代表大会概况、

人大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计划财政报告、法检两院报告、大会其他报告、热点问题汇报、大

会选举工作、主任会议概要、常委会议概要、会议决议决定、人事任免工作、议事规则制度、机关

内设机构、人大代表风采、加强党的领导、乡镇人大工作、附录共23个篇章，章以下一般设节、

目。

4、篇章设置，不受行政区划调整的限制，不分南阳市卧龙区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南阳市人民代

表大会，统一分I'-J另'J类加以编纂。

5、采取述、记、志、传、录相结合的体裁，附之以图、表、照片，以志为全书之主体。

6、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选编的各种报告、决议、决定、议事规则、规章制度、开幕诃、闭幕

词、贺词、领导人讲话等，均按原文收录。

7、所用字体，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8、收录的人物均为南阳市卧龙区或县级南阳市选举产生的省、市、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或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关联的人员。

9、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其名。所登载的单人照片，均由肖像权所有者授权。收录的事迹材料、

荣誉称号等，均以县级以上报刊、内刊发表的文稿或颁发的证书为准。历史地名、机构、职官等一

般按原名称收录，其中地名根据需要加注了今地名。

10、所用数字、百分比、公元纪年以及某月某日等，一般使用阿拉伯数字。

1l、收录的组织机构、会议名称等，为再现历史原貌，未作统一处理，全称、简称并存。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全称、“人大常委会”之简称。

12、所用资料以提供数量为序，分别来自南阳市卧龙区档案馆、南阳市卧龙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档案室、1989年10月出版的《南阳市志》、中共南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和河南省档案馆，并

经过严格考证，一般未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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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深入贯彻抗美援朝爱国运动

——1951年6月21日在南阳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秦一飞⋯⋯(44)

消灭麻痹思想深入开展镇压反革命

——1951年6月22日在南阳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 孙冠军⋯⋯(46)

为贯彻南阳市民主改革而斗争

——1951年9月25日在南阳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上秦一飞⋯⋯(48)

-1-



积极开展民主改革运动深入贯彻镇压反革命彻底打垮一切封建反革命残余势力

——1951年11月15日在南阳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五次会议上陶丕显⋯(53)

关于停止“五反”运动大力恢复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的报告

——1952年6月14日在南阳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孙冠军⋯⋯(56)

南阳市一九五二年上半年总结与下半年工作意见

——1952年9月13日在南阳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孙冠军⋯⋯(58)

南阳市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意见

——1953年3月2日在南阳市(镇)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陶丕显⋯(62)

积极动员起来，为实现选举法，开展普选运动而奋斗

——1953年9月1日在南阳市(镇)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刘文祥⋯(65)

第二章代表普选工作篇⋯⋯⋯⋯⋯⋯⋯⋯⋯⋯⋯⋯⋯⋯⋯⋯⋯⋯⋯⋯⋯⋯⋯⋯⋯⋯⋯⋯(71)

第一节选举委员会⋯⋯⋯⋯⋯⋯⋯⋯⋯⋯⋯⋯⋯⋯⋯⋯⋯⋯⋯⋯⋯⋯⋯⋯⋯⋯⋯⋯(71)

第二节选举工作方案⋯⋯⋯⋯⋯⋯⋯⋯⋯⋯⋯⋯⋯⋯⋯⋯⋯⋯⋯⋯⋯⋯⋯⋯⋯⋯⋯⋯(72)

南阳镇选举工作计划

(南阳市(镇)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方案)⋯⋯⋯⋯⋯⋯⋯⋯⋯⋯⋯⋯⋯⋯⋯(72)

南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方案⋯⋯⋯⋯⋯⋯⋯⋯⋯⋯⋯⋯⋯⋯⋯⋯⋯⋯⋯(75)

南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方案

(1989年12月1日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79)

南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方案

(1992年10月14日南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82)

南阳市卧龙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方案⋯⋯⋯⋯⋯⋯⋯⋯⋯⋯⋯⋯⋯⋯⋯⋯(85)

南阳市卧龙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方案

(2002年12月17日区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87)

第三节历届普选当选代表名单⋯⋯⋯⋯⋯⋯⋯⋯⋯⋯⋯⋯⋯⋯⋯⋯⋯⋯⋯⋯⋯⋯⋯⋯(91)

第三章大会组织工作篇⋯⋯⋯⋯⋯⋯⋯⋯⋯⋯⋯⋯⋯⋯⋯⋯⋯⋯⋯⋯⋯⋯⋯⋯⋯⋯⋯⋯(99)

第一节大会主席团及各委员会名单⋯⋯⋯⋯⋯⋯⋯⋯⋯⋯⋯⋯⋯⋯⋯⋯⋯⋯⋯⋯⋯⋯(99)

第二节代表团划分暨正副团长名单⋯⋯⋯⋯⋯⋯⋯⋯⋯⋯⋯⋯⋯⋯⋯⋯⋯⋯⋯⋯⋯(114)

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114)

南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15)

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17)

南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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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月6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清彬⋯(265)

——2000年2月16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肖武安⋯(270)

——2002年2月23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第=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肖武安⋯(274)

——2004年3月17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王明堂⋯(279)

——2005年3月10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王明堂⋯(284)

第七章政府工作报告篇⋯⋯⋯⋯⋯⋯⋯⋯⋯⋯⋯⋯⋯⋯⋯⋯⋯⋯⋯⋯⋯⋯⋯⋯⋯⋯⋯(289)

第一节南阳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89)

——1954年7月1日在南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康方人⋯⋯⋯⋯(289)

——1957年1月16日在南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294)

——1958年6月1日在南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300)

——1963年11月12日在南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陶丕显⋯⋯⋯(310)

——1980年4月25日在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亓名超⋯⋯⋯⋯(318)

——1984年10月27日在南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孙兰卿⋯⋯⋯(325)

——1987年5月26日在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宝兴⋯⋯⋯⋯(334)

——1990年5月17日在南阳市第九启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宝兴⋯⋯⋯⋯(346)

——1993年2月20日在南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张春明⋯⋯⋯⋯(363)

第二节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377)

——1995年3月9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左德东⋯(377)

——1998年1月5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左德东一(3 8)

——2003年3月18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王吉波⋯(．8399)

第八章计划财政报告篇⋯⋯⋯⋯⋯⋯⋯⋯⋯⋯⋯⋯⋯⋯⋯⋯⋯⋯⋯⋯⋯⋯⋯⋯⋯⋯⋯(407)

第一节南阳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j⋯·(407)

——1985年6月28日在南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马凤呜⋯⋯⋯⋯(407)

——1987年5月26臼在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马凤鸣⋯⋯⋯⋯(412)

——1990年5月17日在南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徐德合⋯⋯⋯⋯(416)

——1993年2月20日在南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徐德合⋯⋯⋯⋯(424)

第二节南阳市卧龙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报告⋯⋯⋯⋯⋯⋯⋯⋯⋯⋯⋯⋯⋯⋯(430)

——1995年3月8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徐德合⋯(430)

——1998年1月5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孙金贵⋯(435)

——2003年3月18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王林华⋯(440)

第三节南阳市财政预算报告⋯⋯⋯⋯⋯⋯⋯⋯⋯⋯⋯⋯⋯⋯⋯⋯⋯⋯⋯⋯⋯⋯⋯⋯(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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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3月3日在南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445)

——1957年1月17日在南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孟继高⋯⋯⋯⋯(447)

——1958年6月1日在南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450)

——1963年11月12日在南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孟宪韬⋯⋯⋯ (453)

——1980年4月25日在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任芳轩⋯⋯⋯⋯(456)

——1984年10月27日在南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杜长清⋯⋯⋯(458)

——1987年5月26日在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杜长清⋯⋯⋯⋯(463)

——1990年5月17日在南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杜长清⋯⋯⋯⋯(470)

——1993年2月20日在南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卢明韬⋯⋯⋯⋯(477)

第四节南阳市卧龙区财政预算报告⋯⋯⋯⋯⋯⋯⋯⋯⋯⋯⋯⋯⋯⋯⋯⋯⋯⋯⋯⋯⋯(485)

——1995年3月8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卢明韬⋯ (486)

——1998年1月5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彭学堂⋯ (490)

——2003年3月18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包红伟⋯(494)

第五节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 (499)

——1986年5月22日在南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499)

——1996年3月12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507)

第九章法检两院报告篇⋯⋯⋯⋯⋯⋯⋯⋯⋯⋯⋯⋯⋯⋯⋯⋯⋯⋯⋯⋯⋯⋯⋯⋯⋯⋯⋯(523)

第一节南阳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523)

——1956年10月23日在南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刘传宽⋯⋯⋯ (523)

——1957年1月17日在南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传宽⋯⋯⋯⋯(525)

——1958年6月2日在南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传宽⋯⋯⋯⋯(528)

——1963年11月12日在南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传宽⋯⋯⋯(531)

——1980年4月26日在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江廷俊⋯⋯⋯⋯(533)

——1984年lO月27日在南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宋福庆⋯⋯⋯(535)

——1987年5月28日在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道义⋯⋯⋯⋯(538)

——1990年5月18日在南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道义⋯⋯⋯⋯(543)

——1993年2月22日在南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王定⋯⋯⋯⋯⋯(549)

第二节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554)

——1995年3月9日在南阳市卧龙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王定⋯⋯(554)

——1998年1月6日在卧龙区第二届人民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王定⋯⋯⋯(560)

——2003年3月19日在卧龙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董书斌⋯⋯⋯⋯(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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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南阳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569)

——1980年4月26日在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常振海⋯⋯⋯⋯(569)

一1984年10月27日在南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张志清⋯⋯⋯(572)
——1987年5月28日在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张志清⋯⋯⋯⋯(573)

——1990年5月18日在南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栗庆福⋯⋯⋯⋯(576)

——1993年2月22日在南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毕文岐⋯⋯⋯⋯(582)

第四节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585)

——1995年3月9日在卧龙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李春长⋯⋯⋯⋯(585)

——1998年1月6日在卧龙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兴华⋯⋯⋯⋯(589)

——2003年3月19日在卧龙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姜建立⋯⋯⋯⋯(595)

第十章大会其他报告篇⋯⋯⋯⋯⋯⋯⋯⋯⋯⋯⋯⋯⋯⋯⋯⋯⋯⋯⋯⋯⋯⋯⋯⋯⋯⋯⋯(599)

第一节代表资格审查报告⋯⋯⋯⋯⋯⋯⋯⋯⋯⋯⋯⋯⋯⋯⋯⋯⋯⋯⋯⋯⋯⋯⋯⋯⋯(599)

第二节提案与议案审查报告⋯⋯⋯⋯⋯⋯⋯⋯⋯⋯⋯⋯⋯⋯⋯⋯⋯⋯⋯⋯⋯⋯⋯⋯(605)

第三节提案执行与代表建议办法情况报告⋯⋯⋯⋯⋯⋯⋯⋯⋯⋯⋯⋯⋯⋯⋯⋯⋯⋯(617)

第四节财政预算审查报告⋯⋯⋯⋯⋯⋯⋯⋯⋯⋯⋯⋯⋯⋯⋯⋯⋯⋯⋯⋯⋯⋯⋯⋯⋯(649)

第五节计划审查报告⋯⋯⋯⋯⋯⋯⋯⋯⋯⋯⋯⋯⋯⋯⋯⋯⋯⋯⋯⋯⋯⋯⋯⋯⋯⋯⋯(659)

第六节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报告⋯⋯⋯⋯⋯⋯⋯⋯⋯⋯⋯⋯⋯⋯⋯⋯⋯⋯⋯⋯⋯⋯(666)

第十一章热点问题汇报篇⋯⋯⋯⋯⋯⋯⋯⋯⋯⋯⋯⋯⋯⋯⋯⋯⋯⋯⋯⋯⋯⋯⋯⋯⋯⋯(671)

关于视察蔬菜市场情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

——1985年6月28日在南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671)

关于我市工资改革情况的汇报

——1986年5月23日在南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胡盛祥⋯⋯⋯⋯(672)

关于价格改革和当前物价情况的汇报

一1986年5月22日在南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汪国范⋯⋯⋯⋯(675)
关于物价情况的汇报

——1987年5月30日在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康志堂⋯⋯⋯⋯(678)

关于我市教育工作情况的汇报

——1987年5月30日在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张秉正⋯⋯⋯⋯(682)

关于1984至1986年城市建设情况的报告

——1987年5月30日在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高春祥⋯⋯⋯⋯(684)

关于1988年公安工作和当前社会治安情况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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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3日在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关于评议政法工作中所提问题、意见整改情况的汇报

——1989年4月11日在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市居民生活调查简介

鲁彦志⋯⋯⋯⋯(686)

鲁彦志⋯⋯⋯⋯(690)

——1988年5月10日在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693)

民用沼气工作应作为全市人民生活的一件大事

——1988年5月10日在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694)

市统计局关于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1989年4月12日在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0 og oo Q⋯(695)

第十二章大会选举工作篇⋯⋯⋯⋯⋯⋯⋯⋯⋯⋯⋯⋯⋯⋯⋯⋯⋯⋯⋯⋯⋯⋯⋯⋯⋯⋯(702)

第一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办法⋯⋯⋯⋯⋯⋯⋯⋯⋯⋯⋯⋯⋯⋯⋯⋯⋯⋯⋯⋯⋯⋯⋯(702)

第二节历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结果⋯⋯⋯⋯⋯⋯⋯⋯⋯⋯⋯⋯⋯⋯⋯⋯⋯⋯⋯⋯⋯(707)

第十三章主任会议概要篇⋯⋯⋯⋯⋯⋯⋯⋯⋯⋯⋯⋯⋯⋯⋯⋯⋯⋯⋯⋯⋯⋯⋯⋯⋯⋯(712)

第一节南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712)

南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概要⋯⋯⋯⋯⋯⋯⋯⋯⋯⋯⋯⋯⋯(712)

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概要⋯⋯⋯⋯⋯⋯⋯⋯⋯⋯⋯⋯⋯(712)

南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概要⋯⋯⋯⋯⋯⋯⋯⋯⋯⋯⋯⋯⋯(718)

南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概要⋯⋯⋯⋯⋯⋯⋯⋯⋯⋯⋯⋯⋯(724)

第二节南阳市卧龙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727)

南阳市卧龙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概要⋯⋯⋯⋯⋯⋯⋯⋯⋯⋯(728)

南阳市卧龙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概要⋯⋯⋯⋯⋯⋯⋯⋯⋯⋯(731)

南阳市卧龙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概要⋯⋯⋯⋯⋯⋯⋯⋯⋯⋯(739)

第十四章常委会议概要篇⋯⋯⋯⋯m川⋯⋯⋯⋯⋯⋯⋯⋯⋯⋯⋯⋯⋯⋯⋯⋯⋯⋯⋯⋯(745)

第一节南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745)

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概要⋯⋯⋯⋯⋯⋯⋯⋯⋯⋯⋯⋯⋯⋯⋯‘(745)

南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概要⋯⋯⋯⋯⋯⋯⋯⋯⋯⋯⋯⋯⋯⋯⋯(747)

南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概要⋯⋯⋯⋯⋯⋯⋯⋯⋯⋯⋯⋯⋯⋯⋯(749)

南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概要⋯⋯⋯⋯⋯⋯⋯⋯⋯⋯⋯⋯⋯⋯⋯(753)

南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概要⋯⋯⋯⋯⋯⋯⋯⋯⋯⋯⋯⋯⋯⋯⋯(756)

第二节南阳市卧龙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758)

南阳市卧龙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概要⋯⋯⋯⋯⋯⋯⋯⋯⋯．．．⋯⋯(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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