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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为了研究 、总结我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工作的历史经验，客观真实

地反映我县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轨迹，为今后加强和改善人大工作提供借鉴

和指导，2011 年 7 月初，县人大常委会开始谋划 2005 年 6 月至 2011 年 9 月期

间人大志的编写工作。 此后，主任会议多次研究，成立了编慕委员会，组成了

编写班子，2011 年 7 月 10 日正式安排部署人大志的编笨工作。 至此，经过编

志人员的辛勤工作， ~威县人大志》现编篡完成。

《威县人大志》上限为 2005 年 6 月，下限为 2011 年 9 月 。 其中记载了县

十二届 、县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县人大常委会的会议情况，以及行使重大事

项决定权、监督权和人事任免权情况，围绕威县科学发展、赶先进位积极开展

代表活动，并反映了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构成，主任、副主任、委员任职情

况，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沿革，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乡

镇人大、 乡(镇)政府的人事更迭等，通过编某出版《威县人大志~ ，对于学习借

鉴我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历史工作经验，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发

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推进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县有机统一，必将起

到有益的作用 O

这次在历时三个月的修志编慕过程中，修志人员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

据县人大常委会机关档案，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力求准确地反映我县人大

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编慕会全体工作人员，特别是编写人员不畏酷暑，利用节

假日，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伏案笔耕，既不耽误正常工作，又必须按要求写志，

体现了编志人员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 8 月底初稿编成后，多次征求各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又经反复修改，终于定稿，可以出版面世了 。

这本志书，指导思想明确，结构完整，资料翔实，文字朴实，图文并茂，贯穿

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忠于历史和客观现实的 。 本志不仅对人大工作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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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和指导作用，而且对了解威县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和借鉴作用 。

本志虽然经过精心编修，但由于编写时间短促，可能还有许多不足和疏

漏，敬请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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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县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柴献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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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实际，客

观真实地反映本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 、本志时限，上限为 2005 年 6 月，下限为 2011 年 9 月 O

三 、本志在表达上本着尊重历史、恪守法律、客观反映的原则

进行，带有明显的阶段性。

四、本志共设十二章，横排纵叙，采用章节体，幸下设节 、 目、子

目等几个层次，前设序 、凡例 、县情简介、概述、后设附录、后记。 体

裁以述、记 、 志 、 图 、表 、 录 6 种形式，以志为主。

五、 简称:人民代表大会除在标题、各次大会使用全称外，其余

根据情况使用全称或规范简称"人大"、"县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均使用规范化简称"人大常委会"县人大常委会各科室、

县政府各组成部门除在任免中使用全称外，一般使用习惯简称。

处。

六、本志纪年方法，一律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O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县人大机关的档案资料，不再注明出



县情简介

县11育简介

威县位于河北省南部黑龙港流域的冀南平原，北纬 36 052'至 37 0 18'和东

经 115 0 13'至 115 034'之间，南北长 48.2 公里，东西宽 32 公里，总面积 1012 平

方公里，耕地面积 110 万亩。 东邻清河县，西界广宗县，北与南宫市毗连，南与

临西县及郎郭市邱县接壤。 全县辖 5 个镇、 11 个乡，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522 个行政村，总人口 58 万，为邢台市第二人口大县，省级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 威县是河北省民族宗教工作重点县，境内有回族群众 5300 多人;

威县五教俱全，还是邢台市天主教主教府所在地。 威县交通便利， 106 国道、

大(庆)广(州)高速、武馆公路纵穿南北，青银高速、邢清公路、邢临公路、邢临

高速横贯东西，形成了冀南地区最发达的高速公路交通网络。 西距邢台市 72

公里，西北距省会石家庄 138 公里，东距山东省会济南市 180 公里，北距北京

市 377 公里，东北距天津市 330 公里，西北距太原 350 公里。

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早在夏禹之前就有先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

息。 历史上曾经为郡、为州、为县。 明洪武二年(公元 1369 年)始名威县。 威

县是革命老区，解放战争时期，是冀南行署、冀南军区所在地，刘伯承、邓小平、

徐向前、陈庚、王任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里战斗生活过，有 5000

多名优秀的威县儿女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

了不朽的革命诗篇。 古代有宋朝开国名相范质、明朝铁面御史李春、兵部尚书

贾待问等 20 多名历史名人，现代有改革先锋一一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中

国核工业奠基人之一原河南省委书记刘杰、原四川省委书记李子元和著名诗

人作家王亚平等 160 多名省部级名人。

威县是全国十个优质专用棉基地县之一，常年植棉面积在 80 万亩以上，

总产量连续 30 年稳居华北第一，素有"冀南棉海"之美誉。

威县经济状况:工业方面:已形成棉花加工、汽摩配件两大主导产业和医

药化工、装备制造、农副产品深加工、商贸物流四大新兴产业。 现有大型棉花

加工企业 70 余家，中小型加工厂 50 多家，日加工能力 1500 多吨，汽摩配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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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80 余家，医药化工企业 30 多家，装备制造企业 40 多家，农副产品深加工企

业 20 余家等。 农业方面:形成了棉花、禽畜、蔬菜、林果四大主导产业。 是国

家优质专用棉基地县，省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良种猪繁育基地，邢台市最

大清真牛羊肉集散地，国家首批林木良种基地。

威县开发区建设:威县已逐步形成"三区"格局，即威县省级经济开发区、

汽车工业配件产业聚集区和新型建材产业聚集区。 县城省级经济开发区位于

县城东部，紧依 106 国道、邢临高速、大广高速、规划面积 31 平方公里，实现

"八通一平" 。 已有馨吊纺织集团、德宏棉业、美达空调、泰达纸业、中锋轴承

等 95 家大型企业人驻。

威县的电力资源:威县现有 35 千伏变电站 11 座， 110 千伏变电站 4 座，

220 千伏变电站 1 座，总容量 240 兆伏安，并建有装机容量 25 兆伏安生物发

电厂 1 座。

威县的农副产品资源:威县年产各种植物秸杆总量约为 60 万吨，棉柏总

量 6.4 万吨，棉籽皮总量 3.8 万吨，蔬菜产量约 40 万吨，活立木蓄积量约 20

万立方米，果品产量1. 9 万吨，生猪出栏 12.6 万头，鸡出栏 342.3 万只，羊出

栏 17 万只，肉类产量 2 万吨，蛋产量 3.5 万吨。

威县城市功能日臻完善。 城市承载力进一步提高，近年来，相继建成了人

民公园、人民广场、汽车站、县仲夷中学附属小学、华威大酒店等一批公建设

施，正在建设影剧院、县医院病房楼、中医院等一批标志性工程，兴建了都市华

庭、中厦御园、洛水华庭等一批住宅小区，污水处理厂、西外环路等城市基础设

施项目，实现了天然气人县、集中供热工程，使城市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城

市功能进一步增强。 同时，大力实施美化、绿化、亮化工程，近两年来完成城区

绿化 350 万平方米，植树 48 万株。

威县的社会事业。 威县现有各级各类学校 317 所，其中高中 2 所，初中

31 所，小学 210 所，幼儿园 63 所，职业技术学校4 所。 广播电视台 1 座。 图书

馆 1 座，集文化馆、名人馆、纪念馆、博物馆、廉政教育基地、青少年活动中心为

一体的文化中心 1 座。 城乡医院配备合理，城区有人民医院、中医院、第二医

院、第三医院、疾控中心等 5 家医疗机构，医疗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

回顾过去，勤劳、朴实、勇敢的威县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谱写了辉煌

的历史篇章，展望未来，威县人民定会在党的领导下，发挥独特资源禀赋和区

位优势，团结一致，抢抓机遇，高举科学发展的大旗，实施工业立县，科技强县，

城镇带动，开放推动战略，推动全县更好、更快地发展，建设一个和谐、富强、文

明的新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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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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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

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政权建设中创造的一

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权组织形式。 地方人民政权的建设，是一个渐进的、不断

完善的过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威县也经历了一个成立和发展的过程。

2005 年 6 月至 2011 年 9 月，威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经历了县十二届人大

到县十三届人大时期，先后召开了县人民代表大会 6 次，县人大常委会会议

54 次，作出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 28 项，依法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153 人次，依

法选举国家工作人员 41 人次，保障了国家机关工作的正常运行。

选举制度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大代表是人民代

表大会的主体。 2005 年 6 月至 2011 年 9 月期间经历了一次县乡人民代表

大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2007 年 2 月，县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机《地方组织

法》、《选举法》 以及中央、省、市委关于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的要求，制

定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实施方案，依法直接选举了县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 代表工作是人大工作的基础，县人大常委会注重与代表联系，通过培训 、

组织参加视察、调查、执法检查等活动，提高代表履行职责的自觉性，进一步激

发人大代表的工作热情，增强人大工作的活力 。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是人大代表行使职权的主要形式。 开好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对于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

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5 年 6 月至 2011 年 9 月，威县共召开了县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 6 次。 每次会议都在大会主席团的主持下，按照大会议程进行。

县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依法选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1 人，副主任

1 人，大会通过了关于接受史振龙辞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的决定。 审查

和批准了威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县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次会议，依照大会议程，依法选举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1 人，

副主任 4 人，委员 20 人，选举县政府县长 1 人，副县长 6 人，县法院院长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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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检察院检察长 1 人。 县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法选举县人民政

府县长 1 人。 县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依法选举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2 人、委员 1 人，县法院院长 1 人，审查和批准了威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每次会议都昕取和审议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县

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查和批

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县财政预算，并作出相应决议。

县人大常委会是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并报告工作。 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重点是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

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监督县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县

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罢免和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个别代表。 2005 年 6 月至 2011

年 9 月，县人大常委会经历了县十二届、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更

替。 六年来，先后召开常委会 54 次，主任会议 62 次，听取和审议县人大工作

部门、县"一府两院"工作报告 75 个，作出决议、决定或审议意见 28 项，依法

任免县人大、"一府两院"工作人员 153 人次。 在实践中县人大常委会认真

履行《宪法》、《地方组织法》、《监督法》赋予的职权，积极努力把党的意图通

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和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并注重从工作连续性的角

度出发，认真把握决议、决定的形成过程、内容、法律效力、实践与操作等各环

节，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使会议监督和日常监督作到有机结合，常委会通过听

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代表开展视察、调查、

执法检查、评议、受理人民群众申诉控告等方式方法，进一步强化了监督工作。

随着人大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事任免工作日趋完善，作到了使党委推荐的干部

和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任免权更加协调一致。 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通

过任前表态，任后向常委会述职等监督形式，使人事任免工作更加完善。

大事记、人物简介、制度建设和创新工作章节，重点记述了威县第十二届、

十三届人大及常委会期间的重大事件，以及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国家机关

主要人员情况。 通过修订规章制度和创新人大工作方式方法，才能更好地履

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权，人大工作才得以发展和提高，才能在全县树立国家

权力机关的良好形象。

乡镇政权组织一章，重点记述了宪法、地方组织法修订后的第一次县、乡

两级人大同步进行换届选举过程，对推动乡镇政权建设将起到促进作用。

纵观威县人大及其常委会这六年的发展历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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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完善中，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要求，体现了

依法治国的要求。 展望未来，相信威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中共威县县委的领

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定能把威县的人大工作推向更新阶段，为把我

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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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

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制度得到不断完善。 选举出的代表为国家的革命和建设

事业献计献策，有力地促进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 特别

是建立了县人大常委会以来，选举工作的指导思想、组织工作、宣传发动工作

以及选举的方法步骤更加明确和完善，更加法制化和规范化。

第一节 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从 2005 年 6 月至 2011 年 9 月，威县县、乡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经历了县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次选举过程。

威县第十三届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根据《宪法》、《选举法》 的规定和全

国、省、市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按照邢台市换届选举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中共威

县县委的要求，本着"党委领导、人大主办 、各方配合"的原则，县 、乡两级人大

代表选举同时进行，从 2007 年 2 月 26 日至 2007 年 4 月 10 日，圆满完成了

县、乡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

2007 年 3 月 7 日，县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成立县选

举委员会，并通过了《威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实施方案》 。

县选举委员会由 21 人组成 :

主任:孔祥友

副主任:柴献臣、孙殿芳、于恒昌

委员 :徐树杰、张广伟、刘子真、李炯娜(女)、林永钦、孟祥义、张宏、郭

志忠、李金贵、康长海、陈志刚、于在儒、潘明庆、张启军、张淑君(女)、侯炳辉、

王素君(女)

选举办公室主任:李金贵(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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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方案确定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日为 2007 年 4 月 6 日， 5

月底以前完成。 全县共划分选区 106 个，登记选民 354703 人，参加选举选民

340515 人，参选率 96% 。 选举出县十三届人大代表 220 名，其中工农 66 名，

占 30% ，干部 44 名，占 20% ，无党派爱国人士 57 名，占 25.9% ，知识分子 53

名，占 24% 。 在代表总数中，非中共党员 78 名，占 35.4% ，妇女 44 名，占

20% ，少数民族 5 名，占 2 .2% ，县十二届人大代表 107 名，占 48.6% 。

县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当选代表资格进行了审

查，2007 年 4 月 10 日，县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代表资

格审查报告，确认当选的 220 名县第十三届人大代表资格有效。

同时，还圆满完成了乡级人大换届选举的各项工作任务，通过选民选举，

全县 476 个选区共选出乡级人大代表 953 名，其中工农 286 名，占 30% ，干部

190 名，占 20% ，知识分子 190 名，占 20% 。 中共党员代表 619 名，占 65% ，非

党代表 333 名，占 35% 。 妇女代表 210 名，占 22% ，少数民族代表 21 名，占 2 .

2% ，连任的代表 286 名，占 30% 。

在选出乡级人大代表的基础上，按照《选举法》、《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

定 ，召开了乡级人民代表大会，共选出乡镇人大主席 16 人，副主席 16 人。 乡

镇长 16 人，副乡镇长 33 人 。

第二节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一、县第十二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代表名录

( 2006 年 3 月，223 名)

(按姓氏笔划为序)

县直代表一团 ( 10 人)

牛兰新 冯淑荣(女) 刘芳英(女) 米树标

孙建国 李卡 杨树杰 谷荫穰(女)

翁尚起 黄爱华(回 ，女)

县直代表二团 ( 11 人 )

刘庆刚 刘华林 刘勤义 李耀欣

杨同英 张宏 陈延献 南敬国(女)

徐树杰 温春风(女) 魏笑声

洛州代表团(14 名)

马俊磊 王秀芝(女) 王建国(回) 孔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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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秀华 孙笑武 谷荫荣 张峰

张恒杰 张素爱(女) 姜俊林 夏献杰

徐文阁 黄金刚(回)

方营代表团(12 名)

于一秀(女) 王文中 尹福山 刘金健

李玉早 李保印 李保东 谷印武

岳清山 赵国军 葛瑞朝 董晓君(女)

第什营代表团(10 名)

朱江涛 张洪臣 岳林茂 周书文(女)

周庆河 夏光耀 徐学五(女) 梁培泽

董金福 焦秀春(女)

梨园屯代表团(12 名)

王庆东 尹文生 刘兰浩 杜贵灿

张军梅(女) 张启军 张敬方 张景龙

武明霞 项玉霞(女) 贺连双 赫青栋

枣园代表团(12 名)

王子成 王书玲(女) 王安涛 刘和平

刘炳奎 苏桂珍(女) 李德广 张贵春

赵书兰 倪金娥(女) 徐金锋 郭志中

固献代表团(12 名)

王凤雪(女) 王德君 刘宝华 米保航

孙庆全 李秀霞(女) 李恒朝 时敬喜

张志国 侯树军 柴献臣 蒋朝生

章台代表团(14 名)

王辉 申桂华(女) 付金华 刘朝瑞

李梅英(女) 李恒顺 张双笠 陆秀珍(女)

赵会东(女) 赵怀春 贺志勇 袁金宝

顾鹏图 程寿强

贺钊代表团(12 名)

于恒昌 王尚华 吕文娟(女) 刘云山

李素春(女) 张登彬 林金额 赵中强

侯洪波 贾仕华(女) 程振生 霍中峰

贺营代表团(1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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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义 王永会 王金山 王德英

尹晨茹(女) 牛俊山 任朝申 刘子立

刘献贵 李金鹏 李冲(女) 李金贵

张延红(女) 赵雪峰 秦孟国 高长英

张营代表团(12 名)

王运亭 刘光烛 杜君潮 李永军

张志浩 张立华(女) 赵新河 耿瑞典

柴献辉(女) 高振广 蒋'士l!>、化一「 薛玉珍

侯贯代表团 (13 名)

于在儒 王保成 史中超 刘雪池

刘树村 刘振昌 刘海霞(女) 孙西峰

李俊申 李涛 张大广 段秀跃(女)

潘炳章

常屯代表团(16 名)

王拥军(女) 牛兰亭 安清真 孙秀奇

邱海地 苑立刚 杨太双 罗兆群

孟祥义 赵保窒 赵忠祥 郝书芹(女)

高庆利 唐秀兰(女) 桑福雨 董桂荣

常庄代表团 ( 11 名)

田林廷 史振龙 朱世红 杨双俊

张恒军 张书燕(女) 林金森 赵玉生(女)

侯俊满 贾关兴 潘延彬

七级代表团(13 名)

王九海 卢建华 冯志锐 杜广学

李素梅(女) 李恩平 张兰生 张国梁

张贵增 尚国英 赵根山 高一哲(女)

高德春

高公庄代表团(12 名)

王双杰 刘志奇 安更田 李大运

李庆环(女) 张洪光 张慎霞(女) 孟春菊(女)

高成兵 郭建秋 彭鲁来 蒋焕存(女)

赵村代表团 (11 名)

王永堂 王秀银(女) 尹保生 申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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