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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性质，是我国的根本政

治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组织形式，是社会主义民

主和法制建设的最好体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顺

利进行的可靠保证。

时光飞逝，一晃建国已经四十多年了，为存史，资政的需

要，编写《屏南县人大志》的任务责无旁贷地由本届人大常委会

来完成。这是项浩繁的文字工程，任务光荣而又艰巨，我们乐此

不疲地组织编写。现在总算将历次人大会议及其常委会的活动共

二十多万言的人大工作历史资料编撰成册，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

了屏南人民民主政治生活的真实概况。它不仅对屏南人民民主政

权组织建设逐步走向巩固与发展具有现实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深

远的历史意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将来开展人大工作殊具

历史借鉴价值。

四十多年来，屏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全国各地一

样，随着革命进程，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过渡到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领导人民

经历了各个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组织建设的伟大变革，取得巨大成

就，是付出巨大艰辛和卓绝斗争所得到的，来之不易。回顾人大

历史，令人深受启迪，倍感珍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

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人民代表大会这一

根本政治制度，不断得到加强，逐步得到完善。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人大工作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服务于屏南。两个文明”建设，任重道远。志书总结过去，展望未

来，我们对编写《屏南县人大志》给予高度重视，从资料搜集的

l



广度、深度，乃至具体叙述，虽然尽到努力，但缺点在所难免，

请知情者与各界人士不吝指教。对支持修志提供资料的有关单位

领导与同志们以及社会热心人士，我代表屏南县人大常委会在此

一并表示衷心的谢忱，并致崇高敬意。

三届十年人大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全体人民代表的监督

与支持下，人大工作年复一年地开拓前进，可喜的变化历历在

目。但总觉得主观上虽已尽职尽责，而客观尚有差距。前段的火

大工作已成为历史过去了，为不负往昔，启迪后人，应该把人大

的历史展现出来，作为后人续志的渊源之鉴，故乐而致序。

李庆昌

I 9 9 1年I 2月2 5日



凡 例

《屏南县人大志》是记载屏南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从

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地方人大权力机关发展演变过程与现状b

宅记述着屏南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的历史必然

性，而又全面展示着十一矮兰中全会以来推进屏南社会主义民主

与法制建设的成就。

本志表述各个历史时期政治运动情况，在历史特定条件下，

主要依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掌握适度

得体，防止外延过档。

本志起讫时间，始于建国初期1950年，下限屏南县第十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时止，县人大常委会活动下限时间截至

1990年底县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任期届满为止。

本志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力求反映全貌，突出重点，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编

写，掌握重在记述，述而不论，横排门类，纵写史实，详今略古
的原则。

本志资料来源于建国前后历史档案、人民代表会议《文件汇

编》、县人大常委会例会《会刊》，结合社会调查综合分析，按

照事物的本来面目，为本志提供翔实的历史资料。

本志编写总体框架分为建国初期国家《宪法》未公布之前，

遵照《共同纲领》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组织

实行民主建政阶段， “五四力《宪法》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根据《地方组织法》行使职权阶段，县人大常委会成立后行

使“三权’’等三大部分进行分立章节。力求归属适当，纵不断

线，横不缺项，突出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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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民国初期屏南县历史上的“屏南县城议事会"，国民

党时期的“屏南县临时参议会"，以至民国34年正式成立的“屏

南县参议会’’，由于政治，政体实质性的区别，而本志表述的人

民代表大会又不同予民意机关和咨询机构，放不作为人民政权的

承前延续。至于建国前的民意活动情况和县人大常委会成立后所

审议通过的人大机关自身建设规章制度，历界代表名录等均列入

本志《附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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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屏南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鹫峰山脉之中段羹霍童溪，古田

溪之上游，介于东经118。41'～119。137，北纬26。44'～27。10'之

间。东南与宁德市相连，东北与周宁县交界，北与政和县接壤，

西北与建瓯县毗邻；西南至南与古田县相连。全县面积约1470．67

平方公里(东西54公里，南北50公里)。距省会福州市174公

里，今属宁德地区管辖。全县现有9个乡，2个镇、151个村委

会，5个居委会。1990年底全县33338户，165688人，以汉族入

口为主，并有畲族、回族、藏族、蒙古族，俄罗斯族、朝鲜族、

布衣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共691人。

屏南县原属古田县管辖，隶属福州府疆域。清雍正9年(公

元1731年，古田县知县赵以琳以为古田县界延连4府9县，地域

辽阔，跨600余里，鞭长莫及难以治理。且古时屏南境内层峦迭

蟑，深林密茂，最易存奸积匪，人民深受其害。历经4年时间反

复置议，呈奏请求分隶。至雍正13年(公元1735年)清朝定饬分

县。闽浙总督郝玉麟同古田县知县朱岳楷亲临实地勘察，卜吉

(选址)今屏南双溪镇双溪之汇流，翠屏山之南建立县治，教日

屏南县。分割古田县属的移风、新俗，横溪三里地(里为区划单

位)统划一十六都悉归屏南管辖。自雍正13年立县设治迄今256

年。

屏南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福建省山区县，属亚热带季风

区山地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5．1℃，海拔最高1627米，最

低250米，县城海拔830米，境内“八山一水一分田”。农业是屏

南的经济基础，主产稻谷，甘薯、马铃薯，大豆等，经济作物主

要有茶叶，笋干，果树以及食用菌生产。全县有林地125．6fj"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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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覆盖率58．2％，1990年森林总蓄积量282万立方米，是福建

重点林区县。屏南水利资源丰富，系全国i00个电气化县之一。

屏南工业主要有：电力、冶金、化工、机械、造纸、制茶、食

品、酿酒等。全县旅居海外华侨华人5万多人，县内归侨，侨眷

19000多人，是全省21个重点侨乡县之一。

屏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在1926年就有在省城

念书的屏南籍学生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屏南第一批共产

党员。他们奉命回屏创办“平民，，夜校，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

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开展多种形式的革命活动。1930年

冬，中共福建省委鼓山扩大会议后，屏南党组织领导入回屏组织

党员和进步分子深入到“九团地区”和“北路地区"农村创办农

民夜校，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抗税、抗租、抗债“三

抗”斗争，并组织农民进城示威“闹灾荒”和“平粜”．斗争。

1932年4月组建中共屏南特别支部，在特支的直接领导下，从

“三抗”斗争发燧到武装暴动。1933年闽东党组织先后派员来屏

进行革命活动，组织贫农团，发展党员，组_殳￡；党支部和游击队。

1934年闽东特委领导闽东独立师向宁屏古地区挺进，粉碎了国民

党的“清剿”，横扫反动民团，开辟了宁屏古边新苏区，组建了

宁屏古县委。1936年6月正式成立政屏县委，逐步建立革命根据

地，开展地下游击活动。屏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革命

历尽艰辛、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坚持了长期游击战争直至解

放，为闽东北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红旗不倒县。

1949年12月3日，屏南县人民政府通函宣告成立。屏南人民

终于迎来了解放，从此见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建立起中国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屏南人民满怀激情，以主

人翁的革命精神，积极投入各项民主改革运动，人民民主政治活

动空前活跃。县各界人民代表与全县人民热烈响应党和人民政府

的号召，广泛深入地开腱剿匪、土改，镇反等一系列社会主义革

命运动，取得了人民民主专政斗争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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