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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胡灵光

《韶关市人大志》的编纂工作，在历届人大常委会领导关怀和

指导下，在老同志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编志工作人员多年

的辛勤努力，数易其稿，今天终于问世了。这是我市人大工作历史

上的一件大事。

《韶关市人大志》如实纪述了1950年韶关市各界人民代表大

会和1954年韶关市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之后的历程，特别详细记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l981年7月成立人大常委会以来，韶关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不负人民重托，依照宪法和法律

行使各项职权，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民

主、科学地审议决定了各个时期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

大事项；不断完善监督职能，探索新的监督形式，大大增强了监督

的力度和实效；正确处理党管干部与依法任免关系，改进任免办

法，认真行使人事任免权，加强了地方国家政权的建设；代表联络

工作在探索中不断完善制度，改进联系办法，拓宽联系渠道，为代

表履行职责创造必要的条件，从而充分发挥了代表的作用；坚持不

懈地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作风上加强自身建设，使之充满了

生机和活力，保证了整体功能的发挥。总之，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年年有进步，届届有发展，在推进社会主义民

主与法制建设及依法治市工作，保障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进程中，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赞誉。

地方人大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赋予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和职权，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的政治组织形式，完全适

合我国国情和具有极大优越性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民

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显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韶关市人大志》是我市第一部地方人大专业志书。该志内容

翔实，是一部将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融为一体的地方人大史

书，又是经世致用的重要文献。《韶关市人大志》的出版，为韶关市

留下一部政权建设方面的珍贵史料，它对于帮助人们了解我市人

大的历史，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动我市的民主政治建设、法

制建设和经济建设，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在志书即将付梓之际，编辑部嘱余写序，现仅奉献上述文字，

祝贺本志出版，并籍此机会，向关心、支持本志和致力于编纂工作

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本志书倘有疏漏或未尽人意之处，则有待

于今后续修时补订。

是为序。

1998年12月28日



凡 例

一、本志是韶关市人民代表大会志，由大事记、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大代表、人大制度研究会及附录共六

部分组成。考虑文字的简炼，本志定名为《韶关市人大志》。

二、本志编纂时限，上限自1 950年2月起，下限到1998年1月

上旬止。

三、本志仅记述了韶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

范围内的工作及有关事项，对各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

会的事项未予涉入。

四、编纂本志时，对名称的运用、时间的表述、数字的书写等基

本遵照有关规定执行，同时，也采用了一些通俗的用语，如“人民代

表大会’’简称为“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为“人大

常委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简称为“主任会

议”，“人大常委会机关"简称为“人大机关”，“工作委员会’’简称为

“工委’’，市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简称“一府两院”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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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建国之初，韶关先后设镇、市建制。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章程》规定，

1950年至1953年间，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

韶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0年2月举行，至1953年12月第

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历了六届，共举行了九次会议。这些会议都是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

活动的，先后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治安巩固革命秩序、爱国公约、拥政拥军、

支援土改、支援抗美援朝、活跃城乡经济和开展全市爱国卫生运动等多项决

议，为解放初期稳定我市社会秩序，组织各界人民群众参加抗美援朝，复兴和

促进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根据1954年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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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韶关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于1954年7月正式创

立。从1954年7月3日韶关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到1998

年1月韶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的闭幕，共举行了九届三十一

次会议。四十三年间，韶关市人民代表大会同全国各地一样，都经历了初创

——发展——中断——恢复——创新——茁壮成长的历史过程。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的韶关市人民代表大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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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进行

活动，主要是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市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审议、批准市财政预

决算，决定本市的远景规划，选举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法院院长及省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为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使国家的中心任务在行政

区域的落实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由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实践，不难看出，市人民代表大会较之市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已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为，韶关市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

关，她有权批准财政预决算，有权决定远景规划等重大事项，而市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仅只是人民参与政权建设的协议机关。

1966年5月以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发生了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

革命"，法制遭践踏，民主被蹂躏，才起步不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迫中断。

·】 。



至1976年10月，终于驱散了中国上空的阴霾，打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结束了无法无天的文革动乱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拔乱反

正，经济上大力振兴、发展，人民代表大会这艘历史的巨轮由此又迎着朝阳扬

帆远航了。

依照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韶关市第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 981于7月20日召开，选举产生了韶关市

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开始了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有行使职权的常

设机关的新纪元。

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员会，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一大突破，

也是历史的又一重大进步，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宪法，地方

组织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和人事任

免权。韶关市人大常委会自1981年7月设立以来，自觉依靠党的领导，紧紧围

绕经济建设中心，积极地、认真地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集思广益，对本行使区

域的一系列重大事项作出了决定、决议；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审议“一府两院”

关于执行法律、法规和工作情况的汇报；采取检查、视察等多种形式，加强执法

监督和工作监督；组织代表学习、视察，广泛联系人大代表，多渠道发挥人大代

表的参政当政作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热点、抓难点，为人民群

众办好事、办实事；有目标，有要求，常督促，把代表议案落到实处；评议被任命

干部，组织代表开展询问活动，拓宽民主监督渠道；集中学理论，会前学法律，

提高当政能力，提高自身素质；建立、健全多项规章制度，使常委会及其机关的

职权行为、工作程序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总之，十六年来，韶关市人大常委

会务实工作，开拓进取，年年有进步，届届有发展，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

识：所尊重，为推进韶关市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为促进全市两个文明建

设，为建设富庶、文明、繁荣的新韶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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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 事 记

一九五O年

2月 韶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市长曾东作《韶关市人民

政府三个月来的工作和今后工作》的报告。

6月25日至28日 韶关镇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镇长曾东

作《五个月的工作与1950年下半年工作任务》的报告，公安局长李北淮作《五

个月来公安情况与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

12月10日至13日 曲江县暨韶关镇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

专员何俊才作了目前形势的报告，副县长曾东作了关于半年来县和镇工作情

况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县长黄桐华作了《为胜利完成曲江土改而奋斗》的

报告，肖怀义作了关于肃清匪特防袭防钻搞好治安的报告。

一九五一年

6月27日至7月2日 韶关市第四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市

长曾东作过去工作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郑彦文作过去八个月来抗美援朝

运动及今后半年计划的报告，公安处处长李北淮、肖怀义分别作镇反方针和清

案经过的报告，地委副书记张根生讲话。

10月29日至31日 韶关市第四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专员

李文华讲话，市长曾东作四个月来抗美援朝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市委宣传

部部长郑彦文作贯彻民主改革的报告，地委宣传部部长金阳作目前形势的报

告，田军作公安工作报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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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一九五二年

5月27日至28日 韶关市第五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曾东

作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报告、关于今后中心工作的报告。

8月25日至27日 韶关市第五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专员

李文华讲话，市委书记刘化鹏作关于大力支援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报告，市长

黄柏作了关于当前三项工作任务的报告及关于活跃城乡经济和开展全市爱国

卫生运动的报告，副市长曾东作总结发言。

一九五三年

1月6日至9日 市五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副市长曾东作

1952年工作报告，市长黄柏作1953年春季的几项中心工作的报告，公安局局

长张学奎作关于整警建警报告。

12月8日至10日 市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市长黄柏作关

于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报告，市委第二副书记李维作关于当

前粮食工作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四年

2月23日至4月30日 市成立选举委员会和普选法庭，全市以无记

名投票表决方式选出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20人。

7月3日至10日 韶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大会

主席团主席郑长勤致开幕词，中共粤北区党委书记习从真讲话，第三书记张根

生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传达报告，副市长何英作“韶关市四年来

施政工作报告”，市长郭敏作“韶关市1954年下半年工作任务报告”；大会选举

张根生等10人为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五五年

5月27日至31日 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副市长

何英作市政府工作报告，法院院长齐云亭作市人民法院1954年工作报，选举

郑长勤为市长。

·4。



一九五六年

大事记

3月7日至10日 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市长郑长

勤作“关于韶关市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副市长祁秀扬作

“关于韶关市1955年决算的报告”，补选肖锋为市长，补选李祥麟为省人大代

表。

9月1日至10月4日 成立选举委员会和普选法庭，应选代表145

人，实际选出市第二届人大代表121人。

11月19日至24日 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副市长

祁秀扬致开幕词并作韶关市人民委员会两年来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的

报告，决定了韶关市1957年的工作任务和七年远景规划，选举陈仲舒为市长。

一九五七年

9月19日至23日 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市长陈

仲舒作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副市长祁秀扬作韶关

市1956年决算和1957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市委第一书记郑长勤讲话，补选肖

锋为市长。

一九五八年

4月至5月 成立选举委员会，选出第三届人大代表120人。

5月12日至16日 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副市长

何英致开幕词，市长肖锋作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就与1958年任务的报告和

关于1957年决算和1958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法院院长齐云亭作市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检察长吴竹南作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肖锋为市长。

一九六O年

6月至8月 市选举委员会成立，选出市第四届人大代表1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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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一九六一年

11月20日至24日 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出席市政防二届会议

的全体委员列席了大会，副市长何英致开幕词，代市长张力耕作市人民委员会

工作报告，副市长兼财委主任钱成山作1958年至1960年决算和1961年预算

草案的报告，市法院副院长姚开鄂作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副市长马春离致闭

幕词，选举张力耕为市长。

一九六三年

5月7日至28日 选出市五届人大代表171人。

6月7日至11日 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出席市政协三届一次会

议的全体委员列席了大会，市长张力耕作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市财政局局

长潘国英作1961年至1962年决算和1963年预算的报告，市法院副院长姚开

鄂作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委第一书记王亚宁作了讲话。大会选举张力耕为

市长，选举张根生、张力耕等10人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六四年

6月9日至12 El 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市长张力耕作人民委员

会工作报告，副市长王水泉作关于1963年决算和1964年预算的报告，通过了

召开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决议。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0年，由于文化大革命，人民代表大会中断)

一九八一年

7月20 El至27 Et 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市委副书记孟庆云致

开幕词，市长袁炳焕作政府工作报告，市计委主任张景彬作1980年国民经济

计划执行情况和1981年计划安排的报告，市财政局局长张应强作1980年财

政决算和1981年财政预算情况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化中作市中级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市委副书记华云致闭幕词，选举孟庆云为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袁炳焕为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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