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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志》是一部专志。它着重记载了佛山市

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活动，记叙时间至

1 987年7月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为

止；同时，记载了佛山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和活动情况，概

述了市辖区及其所属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清末(1 905年)

和民国时期的佛山自治会、议会和镇民代表会的情况，本志也作了

简要记载，放在附录中，以作参考。

《佛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志》的编纂工作，着手于1987年初，同

年9月底脱稿。遵照事实求是的原则，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对所收集的资料加以研究整理，并经多次修改，三

易其稿，力图做到记载客观、反映真实。本志体例，以章节编排，

采用述、志、记、图、表、录的体裁，以志为主。为方便阅读，在记叙

一些会议、机构、法律名称及某些政治述语时，采用习惯的简称，

其全称与简称列表对照附于志后备查。本志有附件14件供读者具．

体地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各方面工作的某些侧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宪法规定，人

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从本志所载可以看到，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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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工作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对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促进我市的社会主义建设

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大作用。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编纂《佛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志》，旨在

为读者了解和研究佛山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提供真实的

史料，以起到“前有所考，后有所鉴一的作用。

本志的编纂工作，是在佛山市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在市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下，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各部门的共

同配合下进行的。在收集资料和编纂过程中，得到佛山市档案馆、

市历史博物馆、南海县档案馆和广东省档案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

大力协助，还得到老前辈和知情人士的热情支持，谨此表示衷心的

谢意!

本志虽经多次校正，但由于我们未曾做过编志工作，缺乏专业

知识和实践经验，加上历史资料不全，编写时间有限，书中难免有

疏漏乃至错误，欢迎大家指正。

编 者

1987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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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佛山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珠江三角洲腹地。

佛山搿肇迹于晋，得名于唐”，曾与我国的汉口镇，景德镇、

朱仙镇齐名为中国“四大名镇’’，其经济基础始莫于宋，政治形态的

议事机构可溯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 905年)，佛山镇有自治会，稍

后有镇议会。民国期间有镇民代表会。这些是当时的中央政权为了

加强对地方管理而设的，含有某些地方政权形式的议事机构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佛山的区划和行政建制，经历过三次

变化z

第一次，：1949年lo月佛山解放，成立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佛山

分会，同时成立了佛山市人民政府。1 950年又恢复为镇的建制，属

南海县管辖。

第二次，1951年6月，佛山正式改为市建制，成立市人民政

府。1952年经中央政务院批准，为广东省辖市。

第三次，1 983年6月，佛山市成为设区的市，实行市领导县的

新体制，辖中山市、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四县和城区．石湾两

个市辖区。行政区域由原来77．4平方公里，扩大到5496．44平方公

里。人口由原来的29万人增至350万人。

由于行政建制的变化和国家有关法律的修改，佛山市人民代表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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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经历过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0年3月至1954年6月。佛山市实行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制。

第二阶段，从1954年6月至1966年5月。通过普选，设立了每届

任期2年的第一至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佛山市依法产生了地方

国家权力机关，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第三阶段，从1 966年5月至1 980年7月。在。文化大革命一期

间，市人民代表大会停止了活动。1 968年3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批准成立佛山市革命委员会。

第四阶段，从1980年8月至1983年9月。1980年8月经过拨乱反

正，恢复依法普选，产生了任期3年的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并

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民主与法制得到了体现和实施。

第五阶段，从1983年Io月至本志所记载的1987年7月。1983年

10月，经过间接选举，产生了任期5年的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并设立常务委员会，民主与法制得到了加强和发展。



第一章佛山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和人民代表大会沿革

1 949年lo月1 5日佛山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事管制委员

会佛山分会成立。1950年5月起，按照1 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

过的《市各暴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94的9规定，佛山市实行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制。至1954年6月共召开了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每

届任期一年。会议设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处理闭会期

间的日常事务，协助市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负责下届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的准备工作。

1954年6月开始，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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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设立人民代表大

会。从第一至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文化大革

命一结束以后，1980年8月产生的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三

年。从第一届到第五届和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由选民

直接选举产生。1966年至1976年间，由于搿文化大革命一的原因，

人民代表大会停止了活动。地方权力机构是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革命

委员会。

1983年6月1日，佛山市实行市领导县的新体制。佛山市的行政



区域扩大到中山市和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四县。原佛山市分

设石湾、城区两个市辖区。根据1983年84 16日广东省第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地区和市合并后，市人民代表大会于1983

年下半年提前换届。⋯⋯换届后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届称，按原来的

市人民代表大会届次顺序执行”的决定，佛山市于1 983年1 o月产生

了任期五年的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分别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出。



第二章佛山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一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职权

佛山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佛山解放初期(1950-～1954年6月)．，

、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为了广泛收集各暴人民的意见，团结

各阶层人民，发挥人民民主精神，依照《市各暴人民代表会议组织

通则》而设立纳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主要职权是：

一、听取军管会及市人民政府关于施政方针，政策，计划及工

作情况之报告，提出批评和建议。

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建议有关市政兴革事宜。

三、向人民传达，解释代表会议的决议案，协助市人民政府推

行工作。 ．

佛山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产生，主要是采取民主协商推

荐的方法。依照《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市人民政府按

各区、镇实有人口分配代表名额，由区、镇政府召集有关部门协商推

荐产生，各党，团，行政机关及部队的代表则由这些组织和机关自

行选派；社会开明人士，教育界代表则由市政府邀请。



佛山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设有协商委员会，成员由代表推选产

生。其主要任务是：

一，在人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处理日常事务。

二、协助市人民政府实施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和推行工作。

三，负责下届人民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

!第二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简况

一◆佛山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佛山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首次会议于1950年5月5日至1 1

日召开，有代表1 89人。市军管会副主任谭亮斌致开幕词，并作了

《关于会议性质与目前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方孟市长作

《关于六个月来市政工作报告》，佛山警备司令部政委罗有荣作关

于《警备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工作》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上述三

个报告，提出了今后工作的三个重点： (1)大力恢复生产，繁荣

经济，(2)继续肃清匪特，巩固治安；(3)坚决完成财政任务。

会议讨论和审议代表提出的提案。选举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及

治安，卫生委员会。会议最后通过了向毛泽东主席、党中央、中央

人民政府，朱德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海南前线人民解放军的

致敬电o

=，佛山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

1950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



次会议鼻有代表21 2名。主席团主席谭亮斌作《关于目前形势与我

们急需做好的几件工作》的讲话，方孟市长作《七个月来的市政工

作情况和今后工作计划》的报告。会议通过政府施政报告，提出今一

后的工作是：(1)防袭防钻，肃清匪特，巩固治安。(2)继续调

整工商业，开展爱国主义生产运动。会议通过向朝鲜人民军暨中国

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向毛泽东主席，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叶剑英

主席的致敬电。·
，

三、佛山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

会议于1951年9}2 27日至29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200名，另有

50名镇反积极分子列席会议。会上，市委书记谭亮斌作题为《全市

人民一致起来，为贯彻民主改革而斗争》的讲话及《关于民主改革

问题》的总结报告。何武市长传达省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的文件。

7。会议收到提案99件，内容包括开展民主改革运动、支援土地改

革，搞好城乡物资交流，改善搬运制度以及有关卫生、交通，工商

业和市政等o
●

●

四，佛山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

会议于1952年11}2召开，时间三天。市委书记谭亮斌在会上作

《全市人民动员起来，为活跃城乡经济而奋斗》的讲话。会议听取

何武市长《十个月来的市政报告》，作出相应决议。

’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许多有关全市人民文化教育，卫生、建

设方面的建议意见。会议认为应大力加强中苏友好团结，一表示完全

拥护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决定于11月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