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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生

“盛世修志”。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特别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新修地方志i作。毛泽

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过问和关心

新编地方志工作，作过重要讲话和指示。江泽民同志指出：“新方

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工程，

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我们

认为编修《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志》是一项极其光荣的重要工

作。

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于1 993年5月组成市人大志编纂委员

会，着手编纂《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志》，历经五载。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之年，《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志》出

版问世，奉献给读者，是值得庆贺之举。

《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志》是记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哈尔

滨市实施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是一部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志。记述了哈尔滨市始自1946年4月28日至1992年末46年间，

由临时参议会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再到人民代表大会，直至人民

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的演变发展过程；记述了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在哈尔滨市由准备到建立并实施，“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破

坏，恢复后又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史实。

这部志书的出版，对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哈尔滨市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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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发展，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地位、性质和作用，研

究和探讨地方政权建设，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

主和法制建设，总结过去，开拓未来，都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这部志书总体内容来看，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

和体例，编纂出一部观点正确，资料翔实，记述准确，特点突出的

志书，这一愿望和目标基本上达到了。

这部志书的编纂，是由几位熟悉人大工作并有一定政治思想

素质和写作能力的离退休老同志承担的。他们虽然没有修志的经

验，但在志书的编纂过程中却时时处处体现了孜孜以求、脱俗出新

的精神。特别是他们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伏案劳形，苦心耕耘的

态度；字斟句酌，朴实无华的文风，尤为难能可贵。

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局限，在这部志书中难免还有不足之处，甚

至是缺憾，敬请读者指正。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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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书以实事求是，忠于史实为编纂原则。在保留史料本

来面目的基础上力求作到客观如实地记述。

二、采取篇、章、节结构形式，以志为主体，辅以记、录、表、

图等体裁。

三、在记述上使用的是语体文。在称谓、时间、数字以及文字

标点等运用上，都是按照编纂志书应遵循的统一规范行文的。

四、记述的时间，上限是从1 946年哈尔滨市获得解放，人民

享有当家作主民主权力起始；下限至1992年末市第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届满。

五、本志书资料，主要来源于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档案室、

市档案馆、市图书馆以及搜集到的散在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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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会成立丈会在市政府礼堂召开

『参议会成立大会与会人员台肜



月7日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玟会议主席台

月11日市第一届人民代寰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



△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场

△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于1∞o年1月12日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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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千1驰3年4月6日合影

△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于1992年10月31日合影



王钊(右二)深入农户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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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化成率市人大常委会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国。图为王化成(左二)拜会新鸿



^1驰7年市人★常委会主任李根深(左)会见日本客人。

△1∞9年4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人生(前排右一)会见日本国东京都品川区议会代表团



△市人大常委会1 989年前座落在霞曼街32号的机关办公楼

裂

△市人常委会于1 989年初迁入友谊路307号的机关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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