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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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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人民通过自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审议、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选举或者决定国家领导人员，监

督致麝、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符合马克忍主

义国家学说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者紧峦结合的产物。宪既不

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也不同予其他社会主义圜家

的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废。

南平的入民代表大会制度，自1949年11月23日召开的南平

县首次各界A民代表会议至今，已有41个春秋。同全国各地。样·

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和发展的过程·1954年，在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文化太革命脬酌

十年中。这一制度受到严重摧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垒会

使人民代表大会澍度得到恢复和发展，1980年南平市第八属k民

代表大会设立了常务委员会。使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得到进

一步发挥，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入了一个发展完蔷的新阶段。

《南平市人大志》是一部记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市建立、

发展、完善这个演进过程的专题历史资料，遁过对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历届会议、历次活动的系统记述，反映我市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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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来依照法律规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经验，

以吸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和巨大成效·这些资料的汇编整理，不仅对

完善当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也将为今后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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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实事求是，存真求实为基本要求进行编纂。

二、本志采用志、表、图、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体，图

与表穿插其中，运用记述体和语文体，秉笔直书，不加雕饰，寓

论断予事实之中。

三、本志上朔不限，下至]990年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换厢止。

四、本志设三章，分章、节、目记述，附录南平解放以前民

国时期的代议制一则。本志正文无法编入的重要内容，收入附录

中。

五、在建国之前采用传统纪年，并裱据焉要，以公元纪年楣

辅(记于括弧内)，在建国之后，统一使用公元纪年。

六．、地强名称，政府官职等均以当时习瞬称呼。

七、第一次出现法律名称，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

议名称，采用全称，多次出觋时，酌情采用简称。

八、何党一和“中共一指中国共产党。中共省委、地委、市

(县)委，指中共福建省、南平(建阳)地区、南平市(县)委员

A
2i·

九、建国前和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和建立后，以

1949年10月1归为界点，解放前和解放后，指南平解放前和解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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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以‘19491年5月11日为界点·

十、本志不为生者立传·志中提及的入名，均用舅以事系

人，1钓方法加以叙述·书后不作入名索引。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绝大部分录自市档案馆、本委档案室

和窖挡案馆、髑书馆的文史资料以及知情者、当事人提供的材料·

为节省篇幅，编纂时一律不加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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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南平位于福建北部·地处闽江上游建溪、富屯溪、沙溪汇合

处，占溪山之雄。当水赫之会，是福建北部的水陆交遁枢纽，闺

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悠久，建曷于东汉建安元年

(196年)。历史上曾称剑津、剑漓、南剑州、延平。1369年建延

平府，1956年设市·

全市面积2652平方公里，1990年底人口46．7万人，其中城

甫人口17．7万人，市区设6个街道办事处。57个居民委员会，农

村设5个镇、12个乡。228个村民委员会。

在历代帝王专制统治下，南平人民无民主可育。辛亥革命后

开始推行所谓代议制·民国二十九年(1940)，南平建立保民大会、

甲君民会议、乡镇民代表会议、县参议会等民意机构。然而，名

为民意机构，实为国民党御用工具，并非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

19柏年南乎解放，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

代表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代表人民

行使国家权仂，从而开刨了人民民主政治的新篇章·

19_49年n月23日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和省人民政府的指示，召开南平县第一次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以下简称“各代会一)。1950年2月28日召开第=次“各

健会-◆根据‘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选举产生常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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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1952年lO月1日召开第二届“各代会一。经省人民政府批

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至1954年正式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舅各代会一共举行两届13次会议·此间，“各代会一的职能和

作用·民主的形式和I内容◆随着人民群众觉悟和组织程度的不断

挺商丽不断完善。代表们以主公翁态度，行使各界人民代表职权，

为‘团结全县人民顺利进行减租、减息、剿匪、反羁、土改、抗美

凝朝、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

起了重要作用，并为正式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经验，刨造

良好条件。

1953年5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一)，开始进行普

逸工作。翌年6月19日召开南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1955年10月9日，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次会议。会

议根据1954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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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似宪法一和“地方组织法一)规定，选举产生南平县人民委

彝会(以下简称“县人委一)。1954～1966年，县(市)人民代表

大j会共历行五届，召开十一次会议。1956年12月至1958年11
＼

劈i，南平实行碡、县分治。县、市各自召开三次人民代表大会。1966

一鹳76年靠文化大革命一期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翩遭受严重破

。辐。。}入民代表大会钢度被膏革命委员会一取代，出现了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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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面·

曩文化大萃命，结束后。1978年，11月28日，召开市第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根据鞠79年茸家颁布的《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市人

民代表的产生。采取选民直接差额选举·1980年11月28丑。召

开南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根据《地方组织

法》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从此，市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人

大：)有了常设机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

大常蠡会)设立初期，其工作机构只设办公室。1984年后陆续增

设法制、财政经济、教科文卫、城乡建谖环境保护、农村经济等

|5冷工作委员会。人大常委会的组织视察、调查研究、办理泌案建

l义、联系代表等各顼工佧开始走向经常化、制度化。

1980，1990年的十年间，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历

经三竭。共举行10次人民代表会善艾(以下简称人代会)，71次常

务委员会议。在保证宪法、法律、法令的施行，监督市人民政府、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一府两院一>的工作，审t义

孵二府两院弦工作报告’对本市重大事项作出决定，选举、决定任

兔本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方面依法行使职权，发挥地方国家权
、

力枫关的作甯，推进全市民主与法制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体现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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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1949—1990)

1949年

5月1 4日 南平解放。

6月5君 南平县夕、民民主政府成立。李明(又名孙泊)饪县

长．八月由武彦荣接任，九月改为南平县人民政府。

l】足23日 南平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政耵礼堂隆

重召开，会期五天，参加这次会议的各界人民代表144人，同堂

共商国家事务，标志着南平人民从此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投剩。

1950年

2月2跌日至3月2日 召开第=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
l

申心议题是发动群众减租反霸。会议推选lg人组成南平县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武彦荣为主席，周道纯、宋文正为副主

席。

．；t月28日至30日 召开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l

g月4日 举行常务委员会，到会12人，列席3人，筹备召

开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2日晚进行第二次会议，议决：第
”——4——



四次各代会议程J主席团、秘书长名单，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等

兰项草案提交大会通过·

8月13日至。拍目 召开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中

心议题是剃匪工作·

11月1日 在县政府会议厅举行常务委员会议，协商决定召

开第五次各代会议事宜。

11月13日至15日 召开第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2月23日至25日 召开第六次各代会议。出席会议代表

244人，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土地改革。

1951年

3月15日 南平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召开乡(镇)人民代

表大会．初步进行乡级民主建政的指示一。凡完成土地改革的乡镇，

都应在月前召开入民代表大会(会议)，民主选举产生乡、镇人民
j

政府。

3月22目至24日 召开第七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6月28日至30日 召开第八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lO月26日 召开第九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 1952年
≮

3月16日至18日 召开第十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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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议题是开展大生产运动·

3月7日 举行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召开南平县第二届第

÷次各代会议·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王桂芳为主任，宋文正、毕

千毛、纪廷洪、颜学卿为副主任，秘书长刘忠汉，委员共23入组

成·

9月26日 南平县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胜利召

开，=-出席代表196人，会期六天。本届会议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代

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代表民主选举产生县长、

副县长和委员组成县人民政府。

1953年

．2月9目 举行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例会，协商决定召开=届

二次各代会议的事宜。

’2月23日至26日 召开二届=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量5月28日 南平县人民政府举行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

研究普选工作，并成立了县选举委员会，制定选举工作计趔。

1954年
f

t月‘3日、至5日 召开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l

3月中旬．历时十个多月的全县普选工作全面完成，共选出乡
／ ’

f

一级套民代表2013人·各乡(镇)先后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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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镶>，人民政府。伺时选举出席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计190名·

6月19日，青乎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政府

大礼堂开幕，出席会r议代表175人．列席7人．会议于23日胜利

闭幕·它标志着南平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建立口

1955年

lO月9日至11日 召开南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次

会议。‘本次会议根据《地方组织法》规定，选举产生了南平县第

一届人民秀员会。

1958年

8月16日 南平县成立选举委员会(由夏有福为主席，委员

，共：13人组成)进行第二届普选的工作。

’n月23日至12月15日 省人大代表卢世钤在南平视察新

．捆农是的使用·

11月27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通知：“国务院(56)国义字第

冀碧3号关于设置福建省南平市的决定，南平市的行政区域为南平县

．徽区和东坑、塔下、黄墩、八仙、上洋等五个乡一。

12‘月1日至15日 省人大代表张约翰在南平视察手工业合

潦社。

12月12日 南平市成立选举委员会，由郝兆文为主席，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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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1人组藏，即日开始进行选举的工作·

12月27目至30日 召开南平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会议选举县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县长、副县长和委员’选

举县人民法院院长·

1957年

1月5日至10日 南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在乐群社召开。会议选举产生南平市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市长张

新华，副市长胡诏隆、吴其瑞’会议还选举市人民法院院长和补

选出席省人大代表。

2月28日 南平市人民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l义，研究制

定代表联系办法。

10月20日至30日 召开南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太会第二

次会议。会议分二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的预备会议中，批判

右派的反动畜论，第二阶段举行正式会议。

n月1．5日至19日 召开南平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擞会议·会议分=个阶段进行，以一天半时间学习讨论全国农业

发展缛要修正草案，17日代表会议正式开幕·

1958年

2月11日 南平县成立选举委员会，进行第兰届代表选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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