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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青

曾安邦

●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

代．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六日夹江获得了解放．翻开了夹江历史的新篇章．1日的参议会制

结束了，新的人民代表制度开始了．

建国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建国后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都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建国40多年来，我国的人民

袭大会制度逐步建立，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遭受过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

代。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严重损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

设的新的历史时期．现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
度正la趋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法制建设目益发展．

回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历史． 总结历史经验， 对于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袭大会制度，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和改革开放的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编写<夹江县人大志>，旨在总结人民当家

作主，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经验，启示未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jf_精神文明建设．

‘夹江县人大志》的编纂工作，从我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一九九一年下半

年开始搜集整理资料．到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历经近两年的

时问．现在终于完成了．愿它能为加强我县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垃，为促进我县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的夹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八日



凡 例

一，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上限自1950年第一次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召开起，下限至t993

年1月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之日止．

二、本志记述人民代襄大会制在我县的实施情况，重点记述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和县人

大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概况．中华民国时期的议会，性质与人民代表大会制不同．其内容在

新编《夹江县志》中已有记载，本志不再记叙．

三、人民委员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又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本志未予记述．

。文化大革命”中的。军千群三结合代表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为了不割裂历

史．坡附记于各届人民代表大会之后．

四．本志由概述．专志，表，录等组成．采甩，章、节．目结构．以事分类．横排竖写。

详近略远：用语体文记述．

五．本志据事直书．人物直书其名．只冠职务，不加政治性定语．见人见事，述而不

论．寓褒贬于事实之中．

六．本志中的地哩名称、各级政；仔名称．均按当时当地历史习惯称谓．

七，本志中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1955簪3月前所列各项旧人民币数字．为保存历史

啄貌．未换算成新人民币数字．
’

八，本志资料来源子县档案馆和本会会议记录、‘公报>、‘工作简讯》、报告、总结

等．使用时均一一加以核正．



概 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夹江县解放四千多年来作为地方国家

权力机关的县人民代襄大会．经历了一个建立到逐渐完善的过程．

建国初期，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条件还不具备．人民政权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于1950年

3月建立夹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它是县人民政府联系人民，推动工作的协议机关，在

县人民代表大会米召开前，代行人民心表大会的部分职权．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后，县人民政府把当时的主要任务，都提交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讨沦、审查、决定，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改革与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1 951年4月，在川西区

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曾获得。夹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协助政府完

成各项任务有成绩。的奖旗一面．受到川西区党委的表扬．

19．53年7月．全县开展普选．1954年2至7月，分别建立了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

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权力由县人民代表大会行使．

一至六届的县人民代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镇人民代表由

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一趸六届的县人民代表大会，均选举产生该届的县人民委员会，而未

设立它的常设机构．县人民委员会既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又是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

在县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行使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

。文化大革命。期间．县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委员会由县革命委员会取代．革命委

员会集党．政．军、审判，监察权于一身，实行。一元化’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中断．

1979年6月．按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的规定．召开了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产，{三了夹江县革命委员会．这个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县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国家行

政机关，也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中断了十三年之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得到恢复．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加

强和完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央江县从第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起．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并改过去的等额

选举为差额选举．县人民代表大会依法选举该届县人民政府的县长、剐县长．县人民法院

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同时还依法选举成立了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一

常务委员会，其职责是保证宪法、法律、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行政区内的遵守和执行．

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建立以来。经历了九．’t-，十一．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共召开常务

委员会9 7次，依法行使决定权．监督权．任免权。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马益加强和完善．对

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健全民主集中制，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加速

社会主义建设，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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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历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0年3月，央江县召舞首次各爨人民代表会议．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按《组织通则》规定．农民代表由乡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县人民政府代表由县长，副县长兼任，各党派、团体．机关，驻县部队代表，由县人

民致蹬努曩已名彰，名辈位宣有蔓据，其它方覆蕊代表，由县人民敢府邀请．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选举成立了夹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改为常务委员会)，作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由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

员一至=人，委员若干入级波．1954年7月，全县实行入民代表大会制后，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常务委员会不再具有常设机构的职能作用，1955年7月撤销．

自1950年3月至1954年6月．共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九次．

第一节 第一次会议

1950年3月30日至4月3日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代表168人，其中妇女11人，工人20人，

农民76人。机关干部、民主党派人士26人。工商晃9人，文教界11人。军队3人．开吸圭缚
12人．

、

会上听取了县长王承基作的《关于三个月来的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l说。船效三个月来，县人民政府圭要抓了三项工作，一是嬲匪忝特．=是征

收公粮．三是恢复农业生产．

会议讨论了今后的工作．决定。一．按期完成公粮征收任务．支援解放西藏。二，继续

麓噩肃特，安定社会秩序，三、祆复农盟生产，措施有；整修龙头埝，发放贷稚、贷种，开晨

生产自救l四，恢复学校教育．全县学校一律开学．

会议总结报告中还指出。新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婚

擒．反对养童养姆．

会议收到代表提案120／IcI：，交县人民政府办理．

第二节 第二次会议

19￡c年6月23 B至2e E租皇城召玎，出席会议代表163人．

会议内容。

一，听取了县长王承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说。全县征根任务968万斤．附征人民币(旧人民币)76．5万元·现巳大部分

l



完成l县境内土匪基本消灭，社会秩序安定，通过致府贷种200抠，贷辕15．2万斤，发势

农民互贷互耕等措施，农业生产初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二、选举成立夹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16人，主任委员王承基，尉

主任委员史立言、毛良弼． ．

同时还选举成立夹江县生产救灾委员会及夹江县清理敌伪资产委员会，并重新改组了

夹江县剿匪治安委员会。

会议收到代表提案24件，交县人民政府办理。

第三节 第三次会议

1950年9月25日至29日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代表341人，其中妇女31人，工人14人，农

民154人，机关34人，工商界18人，文教界20人，军队30人，学生lo人，开明士绅30人．

会议内容。

一、听取了县长王承基作的《．关于征收1950年农业税和生产救灾工作报告》、县委书

记史立畜作的《关于开展滴匪、r，硬霸、减租、退押的报告》、任治钧作的《关-T)II西区第

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

。 经过讨论，决定。深入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四大任务。的斗争； 按期完成

1950年农业税征收任务l积极进行生产救灾，一是解决贫苦农民小春种子问题。二是采取积

极措施扶持山区纸业生产，三是发动农民生产自救。

二、选出本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委员19人，主任委员王承基，副主任委员史立言、毛

良弼。

三三．会议收到代表提案44件，交县人民政府办理。

第四节 第四次会议

．1951年4月30日至5月4日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代表455人，其中妇女38入，工人39人，

农民253人，青年25人，机关10人，文教界16人．军队30人，工商界2 7，人．开明士绅1 7r人．

会议内容-
． ． I ‘

一、听取了县长王承基作的《关于七个月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县委组织部部长李贵

先作的<关于土地改茸情况的报告》。

政府工作报召指出；封建恶霸势力已被打垮，县境内土匪基本肃清，公开的反革命分

子受到镇压．农业得到恢复发展．扶持了工商业，安置了失业工人，整修了学校和改进了

教学方法．社会秩序安定．市场趋向繁荣．

今后的任务是。深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继续镇压反革命，加速进行土地改革，

稳定物价，开展春耕生产运动。
‘

·-二．选举成立央江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1 l,k，主任委员李贵先，副主任委员薛恩德

2



：，’三，选出本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委员t9X， 主任委员王承毡， 副主任晕员史立
育，李伯权．

‘

●

●

四、会议收到代表提案36件．交县人民政府办理：‘

第五节 第五次会议

1951年9月20日至24口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代表58 7，人， 其中妇女30人，工人37人，

农民409人，机关lo人， 宰队27入，青年11人，文教界20人．工商界25人，学生5人，开

明士绅1 3人。

会议内容t

一、听取了县长王承基作的《关于农业税征收和冬耕工作的报告》．县委书记史立言作

的<关于土改工作的报告》、县公安局局长张有宗作的《关于镇反清理积案工作的报告》．

县长王承基在报告中说：自第匹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来，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苹

命、抗美援胡等运动·县内恶霸势力已被打垮，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受到镇压，有14个乡的

农民分到土地，在抗荚援朝爱国主义运动推动下，全县农民纷纷订出爱国捐献计划，促进

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购买力提高，城乡工商业走上正常发展道路。

今后的任务是，抓紧农业税征收工作，查出黑田，评实产质，依牢计诬，依法减免i

按期完成任务。抓好冬耕生产工作，鼓励农民多种油菜，多施肥料．多养家畜，争取明年

小春丰收；加速进行土地改革·继续镇压反革命赃坏活动I继续深入开展抗燕援朗运云ff·

保证完成增产捐献计划：

? 二、选举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夹江分会和夹江县抗荚援朝分会；中苏友协哭江分会会砭

彭明先，副会长任治钧、武鲢民，夹江县扰美援朝分会会沃任治钧，副会长彭明先。

三，．选出本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委员19人，主任委员王承基，?副主任委员史立智i

李伯权。、
’

第六节 第六次会议

1952年9月30日至10R 4日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代表562入，列席1 60人。

会议内容，

一、听取了县长郭鉴三作的《关于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报告》。

<报告》说，’今年粮食杼遍增产，共收黄谷8500万斤，比上年增产1200多万斤。

今后的工作任务是：发动全县农民扩大小舂搔种面积，开展小麦增产党资，捉高单他

面积产量．兴修农田水利，开肢冬季积肥．争取明年农业大丰收。
。

关于农业税征收问题，·《报告>说·今年农业税征收，要扯历年秋征中弹定田地产展

基础上，依率计征，依法减免，使农民负担逐步趋向合理_ 篆于国家财政好转， 从今年

起，取消一切附加税。 ，

二、听取了县蚕书记李贵先作的‘关于互助合作的报告>·‘
、 g



Ⅸ报告》说I全县现已建立互助组2600多个，组织起来的劳力有7万多人，占全县

人1：1的45嘶。其中常年性互助组28个，1369人)占互助组的t．8绚。

今冬明春的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互助合庠组织，要求将现有2570多个惰耐

性互助组，组成160个常年性互助组；在28个常年性互助组中，试办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除已建立7个供销合作社外，要求在重要乡场上都建立供销合作社。

三、会议收到代表提案107件，交县人民政府办理o

第七节 第七次会议

1953年3月1日至4日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代表340入。

会、议内容。

一，听取了副县长自明裕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概述了1952年的工作． 。三反-、 。．丘反-运动取得胜利， 整顿了经济

秩序，改进了干部工作作风，土地改革胜列完成，结合复在工作，整顿了基层政权组织；

互助合作运动有新的发展，组织起来的互助组有1292个， 劳力30266人， 占农村总劳力的

32．8咖，农业生产在爱国增产运动推动下，大春怍物超额7％完残生产任务，财政收支平衡I

农业税工商税超额完成征收任箸I 小学从秋季开始实行五年一贯制，村小发展到157．所，‘

全县入学学生比1950年增加30咖l群众亚余教育有所发展，入学人数达9000多人，冬季开

始，先唇在城关镇、复兴乡，酒江乡开展扫盲试点t阼：卫生工作肯所加强，全县农村先

后建立联合诊所，7月， 全县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动中西医生190多人分赴各乡巡回治

疗，流行病较l 951年减少三分之一。

二，听取了县委书记李贵先作的《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报告努·

经过讨论，与会代表一致表示，拥护‘婚姻法>的贯彻实施。

第八节 第八次会议

1953年9月19日至24日在县城召开。出席会汉代表303入，列席551人。

会议听取了副县长自明裕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县长郭鉴三作约‘1953年农业税诬

收工作报告)、县委书记李贵先怍的‘关于秋收秋种和明年大春生产准备工作的报告'．

会议讨论了农业税征收、减免政策和农业生产问题，部署了今冬明謇的工作任务．并措

趟·今年农业税减免额较去年增加Io成，要按期完成征收任务-积{i乏作好秋菥秋种和明年

春生产的准备工作I开展减乡互助，进哥物资交流。

会议选出本届常务委员会组茂人员，主壬娶员郭鉴三，勖l三{壬委员李责先，李值捉·

lij大会议收到代表提案47件，经审查，合并为28件，交县人民政府办理． ．



第九节 第九次会议

1954年3月3日至7日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代表485人(台列席人员)·

会议听取了副县长白明裕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努，县长郭鉴三作的毽关于推销1954年

!冒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报告》，县委书记李贵先作的((关于春耕生产和互助合作的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说。1953年全县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成绩。 全县选举工作自去年7月

j开始至今年2月，已全部完成，互助合作运动有所发展，全县组织互助坌!t1386个．1 3066户，

．占总农户的33嘶，参加人数53814人． 今年1月份起，各区乡开始了建立农业社的工作．

．农作物普遍增产，以1952年产量计算，水稻单位面积增产8％，玉米11．6呖，小麦15．28咖，

油菜籽，茶叶．土烟等经济作物产量也有所提高，各项税收完成全年预算的94．7嘶，粮食入

仓数占全年预算的99．9l呖。为保证粮食供应和稳定物价，去年12月起， 开始了粮食统购

：统销工作．学校教育发展很快，全县现有学校195所，学生19912人，其中民办小学6所，学生
241人·

会议讨论，部署了春耕生产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推销工作．并决定在全县开展党在过渡

埘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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