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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志》经过全州人大工作者和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完成了

编写工作，这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回顾历史、总结过去、服务当前、展望未来，是志书的功用所在，对我们

从事地方人大工作的同志来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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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

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州地处祖国的西南边疆，是一个多民族的自治州，由于历史的原

因，政治、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社会主义改造起步较晚。1953～1958年才相继召开州、县人民代表

大会。1953年1月23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1955年6月改为自治州)成立，1958年撤销版纳

建制恢复县级建制，尔后分别建立了景洪、勐海、勐腊3个县和40个乡镇，先后召开各族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和州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县、乡人民政权。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革命委员会取代，州、

县、乡人民代表大会停止活动。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2月中旬，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加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依

照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于1978年12月恢复了选举制度，由全州选民选举产生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代表。从1953年1月17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景洪召开，至2000年12月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止，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共召开34次代表大会。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健全完善的历史过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人大工作范围也不断扩

大，监督力度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不断得到体现，同时在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加快改

革步伐、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2l世纪，在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将更加巩固和发展。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尊重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详实记述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解放后各族各

界人民代表大会、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活动情况，以及州内的改革和发展的历史，真实

地反映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历届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昨天。给我们人大工

作启迪和思考；为完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西双版纳经济健康、稳定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作用。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志》是根据修志的原则和要求，参照省志、州志及外地部分

人大志稿的体例，结合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实际进行编写的。由于历史跨度大，一

些资料欠缺，难免有不足之处，诚恳希望有关专家、学者及读者批评指教。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大主任李勇

2001年12月31日

2 7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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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如实记录

史实，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志书断限：上限自1950年西双版纳全境解放起，下限至2000年12月31日。

三、内容范围：客观记述全州人大工作的产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着重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恢复建立和发展完善的情况，以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会议
为主。 。，

四、体例：横排竖写，述而不议。根据志书编排撰写的要求，横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关

门类，纵述会议举行情况及人民代表大会发展过程。以类系事，事以类从。志书结构采用章、节、目’

三个层次，层层相辖，先后相因。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图、表相辅，附录

为补，使之达到述、记、志、图、表、录齐全的志书体例标准。大事记为编年体。

五、资料：以州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主任会议原始记录、会刊、会议文件汇编为主。同_

时采撷各种文档、统计和社会各方面核实的有关资料。

六、称谓：本志使用公元纪年；单位和地名称谓均按各个历史时期所用名称。西双版纳州今地

名以《西双版纳州地名志》为依据；民族一律以国家识别认定的称谓为准，尚未认定的称“人”；数量一

词和公元纪年书写，除惯用语或专用名词外，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按国务院统一计量单

位为准。

七、法律、政区、机关名称：首次出现用法律全名，以下用简称。

⋯

讲



西双版纳人民代表大会志勘误表

页码 行数 更 正

l一2 编撰名录 “玉甩”应为：依甩。(P1：6．18．P2．4)

7 ． 5 “人民代表大会一次”应为：第一次。

“云南省第六届人常委会”应为：人大常
12 10

委会

18 19 “云南省委人民”应为：云南省人民。

“召开主任会议召开”应为：召开主任会
24 33

议。

25 9 “大会代视察”应为：大会代表视察。

30 12 “研究第”应为：研究。

48 3
．

“的议决”应为：决议。

53 25 “有个代认为”应为：有个代表认为。

87 13 “调查调究”应为：调查研究。

13、26 “文桂兰中专”应为：高中；
111

14、23 “李发新中专”应为：大专。

“《州人大常委会工作条件》”应为：《州人
204 31

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310 l “(二)单位行例”应为：单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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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南部，位于北纬21。087～22。35’，东经99。56’～

101。507．亚洲内陆向中南半岛过渡地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东南面与缅甸、老挝接壤，国境线长

966．29公里，其中：中缅段288．49公里，中老段667．8公里。距省会昆明733公里，距泰国直线距

离100公里，澜沧江——湄公河横贯境内，流经中、老、缅、泰、柬、越6个国家，被誉为“东方多瑙

河”。全州总面积19 124．5平方公里，辖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

州总人口为85．3万人，世居着傣、哈尼、基诺等13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为632 109人，占总

人口的比重为74．06％。其中汉族221 442人，占25．94％；傣族295 157人，占34．58％；哈尼族

161 634人，占18．94％；拉祜族48 515人，占5．68％；彝族37 643人，占4．41％；布朗族37 085人，

占4．34％；基诺族18 383人，占2．15％；瑶族16 556人，占1．94％；回族3 337人，占0．39％；白

族2 856人，占O．33％；佤族2 638人，占0．27％；壮族1 937人，占0．23％；苗族1 996人，占0．

23％；傈僳族388人，占0．05％；景颇族131人，占0．02％；纳西族138人，占0．02％；其他少数民族

3976人。

解放前，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交通闭塞，贫穷落后，疾病流行，是“蛮荒之地”、。瘴疠之区”，是一

个封建领主制的地区，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推翻了封建统治，

使人民当家做主，真正成为了历史的主人。1950年2月，西双版纳全境解放，根据《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普洱专区于1952年7月，召开民族工作扩大会议，拟议在车里、佛海、

南峤和江城县的整董、思茅县的普文和象明、六顺县的整糯、宁江县的勐往和安康等地区，建立一个

民族区域自治的人民政府。同年9月25日，成立自治区筹委会，在筹委会的领导下，召开3县一届

二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根据中共西南局和中共云南省委的指示，提出将自治区扩大建立相

当于专区一级政权。根据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称谓，自治区定名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1953

年1月17～23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首届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车里县城举行，并宣布

于1月23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自治区管辖范围包括：车里、佛海、南峤、镇越4个县。及

原宁江县的安康区、勐往区，原六顺县的整糯区，原思茅县象明区、普文区，原江城县的整董乡。

从1950年开始，西双版纳各县分别于不同时期，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

四条协商产生县人民代表，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按照1953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1954年9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选举法、组织法)，从1956年开始在和平协商

土改地区的小乡实行直接选举，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乡政权。1958年，撤销版纳，建立县、

区、乡之后，乡级才全面实行直接选举，尔后各县先后召开州、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65年，州、县两级先后召开州、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全州建立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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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志

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迫停止实施。

1978年12月，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按照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修订的《选举法》，《组织法》规定，

市县、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景洪、勐

海、勐腊3县分别于1980年和1981年，先后实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直接选举，恢复召开县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级人大常委会委员。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于1982年8月12--18日，召开州

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州级人大常务委员会。州、县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3

年；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从1983年起，改为自治州每届任期5年；乡镇每届任期3

年。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从1953年自治区第一届开始到2000年州第九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止，47年间共召开九届人民代表大会34次会议。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州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

予地方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的各项职权：一是全州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代表和集中全州各族人民

的利益和意志，认真审查和决定重大事项；二是逐步完善地方立法工作，经州人大通过的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12项，基本形成了具有西双版纳民族特色的法规体系。配合国家

法律的实施，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使西双版纳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有法

可依，为西双版纳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为依

法治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是加大监督力度，逐步建立和健全各项监督法规和制度，强化人大职

能。通过听取和审查“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专题汇报，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以

及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执法检查、纠正不适当的决议、决定，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开展对

选举和任命干部的述职评议。对政府部门进行工作评议、个案监督，认真办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充分行使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四是坚持对干部的德才兼备原则，依照法律规定、法定程序任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保证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为全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挥了组织保障作用。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地方人大常委会建立近二十

年的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最好的组织形式，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和强大

的生命力。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容，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各族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各项工作做好。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

世纪之交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对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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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2月下旬，车里、佛海、南峤全境解放。

6月至11月，根据《共同纲领》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车里、佛海、南峤、镇越4个

县先后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1年
4月，中央访问团云南分团到达佛海，在佛海县城召开车、佛、南3县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听取

云南分团副团长王连芳《关于区域自治和民族团结》的报告；选出53名“车、佛、南区域自治筹委会”

组成人员。

1952年
5月，车、佛、南3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车里召开。总结一年来区域自治

筹备工作；传达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的精神和民族政策4个文件草案；会议号召与

会代表开展广泛宣传，提高群众对民族政策、实行区域自治的认识。

7月，普洱专区召开第一次民族工作干部扩大会议。会议提出：建立以傣族聚居区为主、包括

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区的西双版纳自治区，其地域：车里、佛海、南峤和镇越4个整县及原江

城县的整董，宁江县的安康、勐往，六顺县的整糯，思茅县的象明、普文等6个区。

9月25日，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筹委会设主委1人、副主委4人、委员81人，并由正副主委及

各县分会正副主委组成常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总揽日常事务。

10月15--19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筹委在车里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委员、代表93

人。会议传达省委、地委关于建立自治区的有关指示；确定自治区名称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

区府设在车里；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23人，其中正副主席3人；自治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403人，

特邀、列席代表86人。

10月25—30日，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会议在车里召开。由筹委会主任、思茅地委副书记、专

员唐登岷主持。会议听取各县区工作汇报和唐登岷有关民族政策，实行区域自治的报告；对自治区

人民政府委员、主席、副主席候选人进行了酝酿、协商。

1953年
1月2～15日。自治区第三次筹委(扩大)会议在车里召开，出席会议的委员、代表416人。会

议决定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名额为31人，行政区域将所辖县区划为12个版纳(比区大、比县小的

行政单位)，下设勐、火西(相当于乡)，山区设乡。会议还就民族称谓、各项组织条例等问题认真进

行讨论，取得共识。

1月17～23日，自治区首届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车里召开，出席会议代表416人。

会议听取省民委副主任王连芳《形势、任务和党的政策》的报告，唐登岷专员《迸一步加强民族团结，

开展对敌斗争，巩固祖国边防》的报告，副专员召存信《关于西双版纳解放3年来的工作报告》和筹

委会副主任刀有良关于几个条例(草案)的报告；会议通过《自治区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暂行条例>、



任务的报告》；通过《关于为各民族发展、禁止放火烧山、出售爱国余粮、完成1955年收购任务》和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坚决支持

解放台湾》的决议；审议通过《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各族人民代表选举办法(草案)>、《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各族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暂行条例(草案)》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组织暂行条例

(草案)》；投票选举产生正、副州长、人民委员会委员和人民法院院长。

11月22～27日，州第二届各族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允景洪召开，到会代表262人。会

议听取州长召存信传达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精神；审议通过《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人民政府半年来的工作报告>和《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通过关于《拥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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