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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



西昌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成员合影

西昌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合影



西昌市人大常委会所在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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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历代以来从未中断。其数量之

多，记载之详，实为世界所少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金会召开以

后，举国上下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盛世修志已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新
的光荣使命。‘ 。·

《西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志》是西昌市地方志的部门志。该志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本

着贯通古今，详近略远，以事系时和横竖结合的要求，用新的观点，

新的方法，新的材料，以西昌市人民代表大会为主体，系统地记述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西昌实行和逐步走向完善的发展过程。为溯其沿

革，启示今后，对清末和民国时期西昌民意机构的产生及消亡的这段

历史情况也作了简略地记叙。 ，‘．

《西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志》共由五篇、十三章，二十八节所组成，

总计二十余万字。金志以翔实的资料，详今略古，突出重点，兼顾一
般的表述，完整地反映了西昌解放后四十年间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

国家权力的全过程。是一部具有资治，存史价值，值得一读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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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西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按照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点及编纂专门志的要求，实事求是地进行编写。

二，本志篇目的上限，起自清宣统二年(1910)成立城镇乡

会，．下限到19906 3月西昌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三，本志记年，一律采用当时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则

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

四，本区辖区历史上多次变动，本志记述范围以历史演变的辖境

为准。划入部分从划入时起记述；划出部分从划出时止不再记述。

，五，为反映历史的全貌和工作的连贯性，本志叙事以届别为序，

分别记述。

，六，1966至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革命委员会，是特

定历史条件下的“三结合班上层建筑，该会所行使的权力已不属人民

代表大会的权力范围。1981年2月召开的西昌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也未将革委会列入会次之中。经与市地方志办公室共同研究之后，确

定这一部分不列入人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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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西昌市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属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历史悠久，汉朝元鼎六

年(公元前111年)建为邛都县，隶属越蔼郡。自汉至今大部分时期这里都是各

朝代设置的郡、州、府，司．．路、地区的所在地。现在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所

在地。

西昌共辖7个区，37个乡(镇)，4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为476821人(其

中s汉族399075人’彝族61239人，回族12890人，藏族1427人)口由于西昌地处

r川西南和川滇结合部的攀西经济开发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西昌经济

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协调地发展。

1950年8月27日西昌解放，4月17日西昌县人民政府成立。西昌各族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我国的性质和政治制度，根据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的规定，于1950年5月至1954年6月共召开

了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西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职

权，又包括政治协商在内，会议由县人民政府负责召集。休会期间设常务委员

会。县人民政府向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西昌县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是逐步有所发展的。开初的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仅限于联系群众和传达政策，进行协商，后期逐步发展到代行西昌县人民代表

大会的部分职权，具有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

1953年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西昌县在1953年6月底至loYl中旬分两批进行

了普选，于1954年6月29日举行了西昌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自

1953年6月至1965年10)1，全县共进行了六次普选，举行了一至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西昌县一至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全县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在全县范围

内保证宪法，法律，法令的遵守和执行，规划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



审查和批准财政预算和决算；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和少

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动员和组织全县各族人民，促进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映全

县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66年5月，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

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发生，导致了十年内乱。《宪法》、《地

方组织法》遭到践踏，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长期不能依法召开，国家权力机关

停止活动近十年，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空白。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

命”，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

期，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民主

与法制建设、地方政权建设进入了一个逐步加强和不断发展、完善的新阶段。

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决议确定在县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县的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这次会议还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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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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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设立常务委员会，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选举实行差额，

实行无记名投票，这是地方政权组织及选举制度上的重大改革，是地方政权建设

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开创

了地方人大工作的新局面。1980年2月12曰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作出了“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县级直接选举

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

1979年，国务院决定撤销西昌地区，将其行政区划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自

治州州府设于西昌，同时筹建设立西昌市。1980年1月，西昌市成立，形成西昌

市、县并存的格局。1986年6月，国务院决定撤销西昌县，并入西昌市。按其行

政区划的变动，从1980年至1986年期间，西昌市、县即在所辖行政区划内先后开

展了直接选举工作，分别举行了市、县人民代表大会。

在市，县并存的六年中，西昌县延续“文化大革命"前的第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于1980年9月和1983年12月，依法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了第七届、第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先后举行了六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和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第七届、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共依法举行常务委员会议28次。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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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和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43次。对涉及全县的一些重大事项分别作出
了20个决议和决定。依法任免了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组成人

员159人次。
’

西昌市于1980年9月和1984年1月，依法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第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先后举行了六次代表大会会议。经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和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第一届、第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共依法举行常务委员会议31次。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

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62次。对涉及全市的一些重大事项分别作

出了24个决议和决定。依法任免了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组成人

员171人次。

1986年9月4日，西昌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根据国务院国函

C19863 76号文件关于撤销西昌县建制将其行政区划并入西昌市的指示和凉山彝

族自治州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关于“西昌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前在1986年

换届的决定矽作出决议，于1986年9月至11月，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提前换届选

举，依法选举产生了西昌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本届人民代表大会共举行代表

大会四次。经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依法

召开常务委员会议21次。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

察院的工作报告42次。对涉及全市的一些重大事项分别作出了16项决议和决定o

依法任免了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干部和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

责人211人次。

本志所记述的西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四十年和市人大常委会十年的工作，发展

史实，充分证明了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全市各族人民享有广泛 ，，

的民主，自由和其他权利，特别是行使了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表明了在中共西昌市委领导下的西昌市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行使“决定权，监督权，

任免树以及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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