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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标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纂《新丰县人民代表大会

志》(简称《新丰县人大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也是两个文

明建设的需要。《新丰县人大志》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编纂出来

了。对县人大系统来说，实属值得庆贺的一件盛事。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标

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上到下系统地建立起来了，会议通

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法律地位。随着我国民

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

的关于修正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

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从1980年9月起，新丰县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为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1 9年来，县人大常委会在省、市人

大常委会的指导及中共新丰县委的领导下，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

赋予的职权，积极主动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监督工作不断加

强，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得到较好行使，为促进我县改革

开放和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党

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进取，做好工作。

要通过切实有效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坚持和完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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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形成全社会都重视、关心、支持人大工作，

尊重和维护人大权威的良好风气。要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实

效，保证宪法和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遵守和执行，促进国家行

政、审判、检察机关依法办事，消除腐败现象。要充分发挥人大代

表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主体作用，积极为代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

和必要的物质保障，维护代表的法律地位，保障代表的民主权利。

要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把县人大建设成

为名副其实的、有权威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这部志书，依据《宪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和《代表

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比较系统地记述了建国后新丰县历届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历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行使职权等史实，体

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

主的最好组织形式，有一定的资治、存史等价值。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即将胜利跨入二

十一世纪，人大面临着繁重的任务。我们要认清形势，增强人大意

识和法律意识，强化人大工作，为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快新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全面

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温标系断卓县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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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由照片、大事记、史事、附录四个部分组成。史事分

4章，16节。各章横排门类，纵写史实，按事立目。以语文体叙述，

以文为主，辅以图表，表随文附。市以上人大代表名单载入大事记。

二、断限。上限始于1950年，下限至1998年12月。

三、称谓。采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各级政府官职、机构，

均以当时当地习惯称谓。

四、资料和数据来自县档案馆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柜藏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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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950年 。

3月l一4日 新丰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中心议题是生产救

荒，防匪反特。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丰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6月23—26日 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中心议题是生产救

荒，肃清匪特，减租减息，夏征夏购。

／ 9月20—22日 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发

动群众查黑田挤黑田，保证完成夏粮征购任务；搞好晚造生产；扩大和平签

名，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健全民兵组织，肃清匪特，维护社会治安。

12月29日一1951年1月1日 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中心

议题是健全农会和民兵组织，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实行土地改革，完成公粮

任务。会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出了《致敬信》。

是年 新丰县属广东省北江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管辖。

1 951年

5月4—6日 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中心议题是继续开展抗

美援朝运动，完成土地改革任务，镇压反革命分子，生产渡荒。会议通过了

《爱国公约》。

8月10一12日 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中心议题是深入开展

抗美援朝运动，依时完成夏粮征购任务，肃清匪特，发动群众维修公路。

12月19日 新丰县划归东江行政专员公署管辖。

29日一1952年1月1日 县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此次会议是

与县妇女代表会议联合召开的，共有代表176人，其中妇女代表78人。会议

中心议题是争取在1952年秋收前完成土地改革任务，支援抗美援朝，宣传贯

彻《婚姻法》。开展拥军拥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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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2年

7月20—28日 县第八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中心议题是开展夏

征、土改、增产节约、卫生防疫工作，继续支援抗美援朝。

11月 新丰县划归粤北行政专员公署管辖。

1 953年

4月7一lO日 县第九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

生产运动与政治攻势的决议》。

1 954年

6月28—30日 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及关于今后工作的决议》，选举陈玉辉为

县长，陈玉辉、陈仙保为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 955年

6月12—15日 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选举石可

权为县长，朱奇、罗青天为副县长，赵奕岳等17人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8月 新丰县人民政府改称新丰县人民委员会。

1 956年

3月27—29日 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中心议题是加

速本县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

12月 附城区黄磉片的梁坝乡划归翁源县管辖。

1 957年

1月21—24日 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选举赵奕

岳为县长，何广权、黄中钦、叶辉为副县长，叶华、嵇嘉善等11人为县人民

委员会委员；补选何国辉为县人民法院院长。

6月 锡场区划归河源县管辖。马头区大席乡划归连平县管辖。

1 958年

5月14一16日 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选举石可

权为县长，丘业贵为副县长，何广权、嵇嘉善、郭福棠等15人为县人民委员

会委员，陈志坚为县法院院长，石可权、陈仙保、戴辛皆为广东省第二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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