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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月3日，中共中央政冶局委员、全国^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日纪

云(前排右三)在省人大常曩会副主任嘉启肜(前排左一) 市歪*记曹德湓

(右二)陪同下在潭州视察。

19皓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要

福鼎芟则孜(右二)在省人^常委会副i任簪

良承(右一)的陪同下来漳州视寮口囹☆舞磕g

副差员长在市^大常委会±任卢Ⅱ来(#=)的

陪同下观看水仙花雕刻。

羹
1986年3月1 6B至18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颤尔德

尼确吉坚赞(左i)在漳州祝察。圄

为班禅副委员长在省人大常委丢副

主任摹良蠹(右=)、市人大常委盒

主任卢Ⅱ来(右--)咭同下视察潭州

罐头r。

1986年11月n8至14 B全国人大常

噩含副歪员长朱学范在漳州视察a

l∞7年1月17自i 20日全目^大常差会副歪员



1988{11月29日至12月2日±国^女％要害副委员长±沮《

a!)&§^^#至鲁副±Ⅱ；￡秀m(g=)镕同T税率嚣⋯目匀I

z斌94委员tEi^丈#委害“主Ⅱ阵镕K(#口)的陪同T祝察东m

l∞5411月12日i13 S±国人^常要会副委i长倪

志福(右一&漳州祝睾国为倪志福副委自长&∞委*记曹

m&c左=)$^^≈委含±任韩i琳(a=)的镕同T视察龙

，i辖季r

1994《d月7日至g日±目^女常委鲁副委员长享锡铭

(；口)在淳⋯祝察目匀孛锡铭14委员长在自^女常委2副±

Ⅱ黄步翔惦=一#mm r左=l的镕同T祝警龙海九湖磊

忮海井与镕同^员台影

1995412月Il目至15日全国^^常蚕会99委员长!丙乾(E

i)&∞州祝窜雷为I丙}Z94委员长在m长孝天森(左口)i^太≈

蚕会主任韩王m(右^)的曙同T视察阊月琵#÷，0



1985年g月2日§3日漳州市i现萝城g J九届^太常委

会第五次会议做出漳Ⅲ市^^提前换届和筹备漳州市(地级)第

十届^民代表大会等有关决定c目为市十届人女筹歪会±任卢亚

来(前排左五)代表资格目§盂员鲁主任陈维位(前排左四)与m

九届^犬常委会组成^员荨台影e

1990年10月26日至27日+市十届^★常委会在新落

成的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大会设i举行第=十九坎会议-

市颚导(左起)易百橡、享夭森、曹德涅-韩玉琳和原÷央坑战

部捌部长t小鹏在m十一届^丈^淡会议±席台上。

漳州市十层^太口放会议}1988年1月4日至8日

在人民剧场举行；

漳州市十一届^^^发击议十19蛎年3N 22日

至25日在^民目I场}n。



vlggB年3月4日市十一届人丈

常委会举行第=十^波会议勾召开

市十=屠^六一次会议进行筹备。国

为与会^员合影。

1991年3月30日，市十一瘩^大常委会主

任易百禄(前排左^J副主任蔡树东(前排右

口)、吴小玲(前排右五)和部分委员与卸任的

m十屠^太常委含主任卢亚来(前排左五)、剐



l。94年2月lg日．原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姜员

粱曼光(左四)在市^太常委会副±任梁才差(左=)的陪同

T，到东山县考察。圉为粱曼光与陪同^员在东山风动石前

合影n

1993年3月”日．出席市十一层^大口攻会议全体

代表视察招商局中银漳州经济开发区·

1994年5月上旬．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曩启彤(右二)在漳州

视案。圈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筚树末(右；)镕同曩启彤副主任视

蔡平和县的山地开发e



由，《州泉州市^^常委会发起的十日

城m^土I作座谈会于1988年3月1日一6

日先月#泉∞召开·±固为{^太常委会

主任程序(右】到害讲话，T目自*¨自^

^常歪会主Ⅱ卢Ⅱ*(￡二)向会议来宾介绍

情况-

1993年3,E113日市^^常委§自^民咄府酋

翘表彰优秀代表建议先进承办}位。

igg蛔：12月23日潭州市^太剃屡研究舍成立大会暨市第

二次^^$0攫5开讨含在南靖皂举行m^丈≈至鲁副±任蔡棚

车(后mE^，陈{l后排E七J到会讲话

黥篓勰i繇I罪穗艄

昌器412月∞日

潭州市m直机兰选民接票选举

芗城区口届人大代表．

／I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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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志》，于1993年着手组织编纂。在编纂委员会及编

纂人员的辛勤努力下。历经四年，三易其稿，现在终于付梓问世了。这是值得庆

贺的一件事。它的出版发行，将为人们提供一份漳州人民政权建设的珍贵史

料。这对于深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

长期革命斗争中，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创立的最符合生产

力发展的国家形态的民主形式。这一制度的产生和确立，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

历史的选择。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做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神圣职责，并在实践

中充分显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我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

的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它同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编写的

这本志书，就是个强有力的说明。《漳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志》内容翔实，结构严

谨，记述准确，表达流畅．有机地将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融为一体。它真实地

记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市的建立与发展的光辉历程，以无可辩驳的事

实，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参与管理国

家事务的一种好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历史象一面镜子．“前有所考，后有所鉴"。通过对地方人大建立发展的历

史回顾．令人深受启迪。我们一定要在xBd,平理论的指引下，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委对地方人

大工作的领导，尊重和支持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要不断加强人

大的自身建设，努力提高人大代表素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要切实加强

对本级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监督，保证宪法和法律在



本行政区域的贯彻执行。从而使地方人大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

曹德淦

1997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存真求实进行编纂。

二、本志记述土地革命时期漳州地区县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漳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漳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漳

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史实，并简述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县(市、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要活动情况。

三、志限：上溯1929年初，下讫1996年3月。

四、本志采用编、章、节、目结构，横排纵写。

五、体例采用记、志、表、录、图像等多种体裁并用，以志为主。“大事记”采

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的体例。民国时期漳州地区代议

机构的资料，以附录的体例载于志末。

六、文体：采用语体文，记叙体。“总述”和每编开头的“无题概述"以叙为

主．叙议结合，其余均只记叙事实，不作议论。

七、称谓：各级机构、各个部门、各种会议、文件，均用全称．对多次出现的

名称，采取在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并在括弧内注明以下出现时的简称。为便

于行文，本志所叙“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9月19日漳州市区解放日的前

(后)}“建国初期”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初期。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芗城区(原漳州市)档案馆和漳州(地级)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文中引自国家法律或上级文件的均注明出处，引

用一般资料的出处则不加注明。



总 述

自唐贞元二年(786年)始，漳州市区既是龙溪县治，又是州、路、府、道、专

员公署所在地。1949年9月19日漳州市区解放。经中央入民政府政务院批

准，以龙溪县城关为行政区域的漳州市，于1951年6月1日正式建制为不设

区的县级市，面积3．4平方公里，居民1．3万多户、6万多人。经1958年8月、

1961年6月两次扩大郊区，1961年全市总面积达273平方公里，总户数3．72

万多户，总人口19．48万多人。人民代表大会由只设市人大，发展为市、乡

(社)两级人大。1985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中央)、国

务院决定开辟福建省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十一个县(市)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为适应对外开放形势的需要，国务院于同年5月14日批准撤销龙溪地区，实

行市管县的体制。漳州市升为地级市，设立芗城区，管辖五个街道和四个乡镇。

将原龙溪地区的龙海、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平和、南靖、长泰、华安等九县划

归漳州市管辖。8月26日，福建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

省×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作出《关于泉州、漳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前

换届的决定》。据此，原漳州市九届人大常委会于9月2日召开第5次会议，通

过关于做好漳州市人大提前换届的六个决定。同月中、下旬，芗城区一届人大

一次会议和漳州(地级)市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相继召开．分别选举区、市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完成行

政体制改革，漳州地区随即由县乡两级人大演进为市、县、乡三级人大。

追溯历史，漳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历经如下四个阶段：

一、萌芽过渡阶段。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平和县委先于

1928年3月8日领导农民举行“平和暴动”，打响福建省革命武装暴动的第一

枪，继于1929年Z月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平和县革命委员会，成为

全省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1931年～1934年间．先后由闽粤边区中共饶和埔

县委、攻克漳州的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中共饶和埔诏县委、中共漳州中心县

1



委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边区、县、乡村苏维埃政府或工农革命

委员会。这种以工农和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民主专政政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萌芽。建国初期，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

领)和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漳州地

区各县(市)于1950,---1953年召开两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第二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成为人大制度的过渡

形式。

二、建立发展阶段。1954----1965年，实施1953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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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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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选

举法、宪法、地方组织法)。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县乡两级一届至五届人大，人

大制度正式建立并逐步得到发展。

三、受挫停顿阶段。1966年5月"-'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

家和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漳州地区县乡两级

人大停止活动，人大制度中断了十年之久。

四、恢复健全阶段。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反革命

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一。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

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地方各级

人大开始恢复活动。五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相继作出一系列法律规定：选民

直接选举由乡镇扩大到县乡两级；为保障人民自由行使选举和罢免权利，实行

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充分发扬民主提出代表候选人的办法．并将等额选举改

为差额选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闭会期间设立常务委员会，进一步完善地

方国家权力机构；撤销农村人民公社。设立乡政权，人大制度进入了一个全面

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新阶段。

漳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法定职权的实践中，遵循几项原则：它坚持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依法行使职权；它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它坚持民主集中制，集体行使法定权力；它注重社会主义民主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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