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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精心谋划方案，报经县委同意，启动编写。仅

用一年半时间，编印成书，深感欣慰。

本志遵循“详近略远，详特略同”的原则，以

年代届次为轴线，记述时限从1 938年民主政权

建设开始，至2 006年12月底。采用章、节、目结

构，综合运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多种体裁，尤

其随文融入大量历史照片，给人以亲切真实之

感，勾起世人对历史的追忆，成为一县民主政权

建设的资料书、工具书、宣传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邱县人民代表

大会建立50多年间，为推动全县民主政治建设

和县域经济及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把一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盒，

口

Xuyan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长和发展历程辑印成

书，对当代与将来都有独特的研究和收藏价值。

本志编写过程中，得到县委领导高度重视，

县直有关单位和曾在邱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

过的老同志积极提供资料，鼎力协助，参与编写

人员严谨认真、不辞劳苦，特邀省、市方志专家

学者认真评审、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

诚挚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历史资料短缺，难免有纰漏

之处，敬请方家和广大读者予以指正，是为序。

i编谤教砖
2007年3月1 8日



凡 例

凡 例

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地记述邱县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发展的历史轨迹。

时间断限上限追溯至1938年民主政权建立之初，下限断至

2006年12月底。对某些连续性强的重要事件则越限至搁笔止。

文体结构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行文力求朴实、简洁，体

裁以志为主，辅以述、记、图、表、录、附，设章、节、目、子

目。志首设概述、大事记，志末附重要文存。坚持详近略远，详

特略同，对邱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以前的各届次会议，以记述

会议内容为主，从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起，不仅记述会议内容，还

侧重记述闭会期间的常委会工作以及人大代表活动。

称谓排序 本志正文均用第三人称记述。有关政区、地名、

机关、党派、会议、公文等，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多次出现前有

括注时用简称。人物直书其名，不冠褒贬缀词。本志凡注党员均

为中共党员。正文中主席团成员名单均按姓氏笔画排序。

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历史纪年后均括注公元年月。建

国后历史分期，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划分为准。
。

数字用法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合下发峨

＼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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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邱县位于河北省南部黑龙港流域上游，冀鲁豫交界地带。辖2镇5乡

218个行政村，总面积448．789平方公里，208327人。县城建在106国道和

311省道交汇点西10公里新马头镇，城区面积15．6平方公里，人口5万多。

县境地处东经115003’02”～115019’10”，北纬36038’08”-36057’49”之间。属

北暖温带亚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3．O。C，日照2539．2小时，

无霜期207天，降雨量524．6毫米，多集中在7q月份，雨热同季，宜多
种植物生长，盛产小麦、棉花。近年林果业发展迅猛，粮棉林间作种植速生

杨3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0％。工业基础雄厚，化工、食品、纺织、机

械、造纸、制药等六大支柱产业并驾齐驱，工业企业已发展到2000余家。

2005年城西经规范改造形成占地8平方公里，水、电、路综合配套的鑫马

工业园区，已有11家投资500万以上企业人驻建厂，总投资8．83亿元。商

贸流通兴旺，已建成冀南棉业、纺织品、小百货、小杂粮、牛羊肉等专业交

易市场。教育、科技、医疗、广电、娱乐等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政通人和、

百业俱兴，先后荣获创建全国文明村镇活动示范县、中国民间特色艺术之乡

(漫画)、国家产棉大县、商品粮基地县、科技工作先进县、农村电气化县、

全国绿化先进县等十余项国家级桂冠。

邱县历史悠久，始见文字记载可上溯4280年。《尚书·禹贡》载：帝

尧七十二年(前2286)，禹治水导河至于衡漳(今邱城东南)。黄河历史上

两次流经邱境共历时1982年。早在帝尧时，县境即有先民在黄河两岸聚居，

渔猎拓荒，繁衍生息。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置平恩侯国(治所在今邱

城西)，属冀州魏郡，继而更名延平县、平恩县、平恩镇。元至元二十六年

(1289)立丘县，清雍正三年十--fl二十七日(1726．1．29)上谕，为避孔

丘之讳，加“巧”为邱。先后隶属冀州、广平郡、武安郡、沼州、山东堂

邑、东昌路(府)、临清直隶州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初隶鲁西北，后归冀

7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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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1944年5月26日邱县全境解放，8月县治所从今邱城迁至马头。建

国后，一直隶属邯郸市(专区、地区)管辖。

邱县县名源于平丘山。《山海经》叙：“平丘在三桑(今临漳境)东

⋯⋯百果所生，有两山夹上谷，二大丘居中，名日平丘。”今邱城大十字街

地势较高，父老相传，平丘山之顶。县境虽小，但地理位置优越，自古被称

为“形胜之地”。商周时居南北水陆交通要冲，黄河之上古有大梁横水(今

古城营村北)，东岸建有国家大粮仓，史称中国第一桥、第一仓。邱县民风

淳朴，既有齐鲁之豪爽，又具燕赵之刚毅。数千年朝代更迭，世事沧桑，文

化源远流长。县民用勤劳和智慧改造自然，创造文明，留下千古传颂的历史

典绩和人文景观。载入正史的黄河禹道、巨桥发粟、破釜沉舟、界桥大战、

康台略马、虎守杏林、白滩抗金、孙安动本、冀南农民暴动、香城固伏击战

等事件发生在邱县。

邱县地灵人杰，历代名人辈出。仅收入《中国人名大辞典》者就有46

人。有战国时治国安邦先贤段干木(郝段寨人)；唐初名将程名振、程务挺

(大侯仲人)；明代敢为民请命的贵州道监察御史蒋爵(南辛店人)；为政清

廉的右佥都御史孙维城(孙庄人)；清代万民称颂的福建台湾府同知袁万里

(马头东关人)；政声卓著的山西署布政使刘大观(邱城南街人)等。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英烈难计其数，6800多名热血男儿参军参战，

1000多名为国捐躯，石泰和、霍新太、石国都、杜平、白六、孙长安等英

雄事迹至今在民间传颂。战争年代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坚强的革命干部，建国

前后邱县先后派出5批131名优秀领导干部南下北上支援解放新区，建立民

主政权和开展经济建设，建国后多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

邱县民主政权建立较早。1938年5月18日邱县抗日县政府成立，中共

冀鲁豫边区省委派吴超(枣强县人)任县长。8月19日建立中共邱县委员

会，王屏(又名王秋白，马头东关人)为第一任县委书记。先后成立中华

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邱县抗日漳河支队、回民抗日救国会、县

抗日游击大队等抗日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积极配合中共领

导的八路军及冀南区党政军群组织，付出了巨大代价和牺牲，创建了“邱

北抗日根据地”。村村成立自卫游击队，破公路、打伏击，拔钉子、攻据

点，藏军粮、反资敌，使侵华日军终无宁日。宋任穷和王任重称赞“邱县救

冀南，冀南靠邱县”，中央首长赞誉邱县为“有敌人无敌区”的抗日模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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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26日邱县解放后，县委、县政府组织群众按照“民主集中

制”原则，建立区、村政权。较早开展了“赎人赎地、减租减息、互助变

工、生产自救”等群众运动，顺利开展了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人

民群众真正翻身解放当了主人。

邱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伴随着中国革命历史走过了漫长的发展

历程。前身是临时参议会和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抗

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开展民主宪政运动，1940年6月邱县成立

参议会，议长暴捷三，副议长郭峰，参议员白鸣鸾、郑尊贤、王子玉、石泰

和。在县委主持下，召开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抗日政府县长。1941年8

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临时参议会在山西辽县召开，邱县王子玉、石泰

和以冀南参议员身份参加会议。不久，敌占区之外村庄全部废除保甲制，实

行民主推选村长，建立村级民主政权。 ，

1949年11月至1954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及河北省人民政府有关指示

精神，每年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民主公开的方式选举县长、副县长和

政府组成人员，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期间，邱县召开两届共6次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法》，从此，依法选举人大代表。1954年7月1日，邱县召开

首届人民代表大会，至1966年1月，共召开了6届9次人民代表大会。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代表大会活动中断。1967年3

月23日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党政财文大权全部由革委会接管，人民代表

大会的作用由革委会取代。“七五”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

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至1983年3月，革命委员会代

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长达16年之久。

1983年3月，邱县召开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恢复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并增设人大常务委员会。至2006年12月底，已召开7届29

次人民代表大会。每次代表大会，都充分发扬民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发

挥人大代表整体决策职能，保证《宪法》和各项法律法规在邱县各领域的

正确贯彻和实施，保障人民群众正确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为促进县域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地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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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邱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机制在探索中日臻完善。人大代表制度是具

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不同时期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形式、任务、

作用和地位不尽相同。抗日战争时期临时参议会属于临时性的地方最高民意

机关，建国初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向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先前它是

地方政府传达上级指示精神，联系群众的组织形式，后来明确规定代行人民

代表大会职权，闭会后，该届县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便是它的执行机

关。在人大代表制度萌生时期，县委利用这一组织形式，极大地激发调动了

广大人民群众团结抗日、共建美好家园的热情。1954年7月邱县召开首届

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历届大会便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法定任期每届两年。

1980年11月1日颁布实施《地方组织法》，明确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每届

任期三年，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并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15项职

权。1992年后，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改为五年。中共邱县县委高度重视

人大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每次代表大会由会议选举出的大会主席团主持

召开，并成立临时党委，各代表团成立临时党支部，向代表宣传党的主张，

引导代表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努力实现党的意图。每届人民代表大

会，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案审查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

若干人。举行会议时，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和人大代表都可以提

出议案(提案)、质询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经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后，

提请大会主席团讨论确定，并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每届代表大会都先

后听取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财政局、经计

委、发改委(局)等部门工作报告，经代表认真审议作出相应决议；收集

和处理代表提案、建议、批评和意见；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人大常委会和

“一府两院”组成人员。

县人大常委会由主任、副主任和若干名委员组成，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常

委会议，其职权按《地方组织法》规定有14项。举行会议时，根据需要吸

收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一府两院负责人以及乡镇人大主席参加。人

大常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本县凡属于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重大事项均

提交常委会讨论决定，坚持民主议事，集体讨论决定问题，依法以全体组成

人员过半数通过，并作出相应决议或决定。县人大常委会自1984年成立至

今，在中共邱县县委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

赋予的职权，共组织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大型检查视察100多次；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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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决定、决议36项；先后听取110名政府组成人员的工作述职，并对其

进行认真评议；根据工作需要，适时任免国家工作人员742名(次)。较好

地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为促进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邱县人大常委会在践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特别是近几年出台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撰写多篇研讨文章，并在坚持重大事

项报告制度、乡镇人大工作量化管理、评议监督“一府两院”组成人员、

代表向选民述职、全面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素质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同时，对

如何利用现代通讯网络，形成民意汇集、传输、反馈链条；有效监督公务人

员行为，杜绝或减少腐败；给人大代表创造有利条件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基

层代表选举方式引入竞争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

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明确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2006年8月

27日新的《监督法》的制定出台，为人大依法行使监督权利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良好契机。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13益加快，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必将更加巩固、健全和深得人心，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也必将在国家政

治生活和经济稳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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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一九三八年

5月18日 邱县抗日县政府成立，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派吴超(枣强

县人)任县长，标志邱县人民民主政权正式诞生。

8月19日 中共鲁西北特委派组织部长尉景平(尉光)来邱县，在马

头召开工委转县委会议，建立中共邱县委员会，王屏(又名王秋白，马头

东关人)为邱县第一任县委书记。

12月王化云(馆陶县人)接任邱县抗日政府县长。

一九三九年

2月10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集团在香城固

西北沙滩设伏，歼灭侵华日军250余人，烧毁汽车8辆。香城固、庄头、张

家庄、登云寺等村人民群众积极担任向导并组成担架队支前。

7月成润(大名县人)任邱县抗日政府县长，以政府名义对下属4个

区的区长进行正式任命。政府工作部门和群众各抗日团体相继成立。

10月 县长成润召开士绅、社会名流及知识分子座谈会，宣传“抗日

救国十大纲领”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全县募捐救国粮10万

斤。后大河套阎锡珠，石佛寺郑尊贤，南辛店蒋干卿积极捐献，被誉为开明

人士。

一九四O年

参加鲁西北行署成立大会。

6月 根据地开展民主宪政

lO月靳蔚怀(馆陶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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