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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孙喜先

编史修志，察古鉴今。在新世纪文明的曙光已照耀

沂蒙大地的时候，一部忠实地记载临沂县、市和兰山区

民主建设发展历程的《兰山区人大志》由中央文献出版

社出版，这是我区人大制度建设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大事，可喜可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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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

掀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更好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

力，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内容。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重任。1979年7

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宪法修正

案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

员会。自此，我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步入了一

l冬



2 兰山区人大志

个崭新的发展阶段o 1980年9月25 El，临沂县第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县首届人大常委会

——临沂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o

50余年来，临沂县、市和兰山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始

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江泽民“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在区(县、市)委的领导下，围绕党在各个

时期的中心任务，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

权，积极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审议通过全区(县、

市)人民普遍关注的重大事项，实现党的主张和人民意

志的统一。加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促进本级国家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公正司法，保证法

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正确贯彻实施，保障经济和社

会事业的健康发展。坚持党管干部和人大及其常委会选

举、任命干部相统一的原则，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为

全区(县、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

障。积极探索地方人大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开展对

任命干部的述职评议活动，对拟任干部任命前进行法律

考试，对“一府两院”实施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

制，加大监督力度，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制观

念、服务意识和人大意识。重视代表工作，密切同代表

的联系，开展代表致富经验交流会等活动，发挥人大代

表联系人民群众主渠道作用和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模范

带头作用。注重对乡镇人大的工作指导，加强基层民主

法制建设，促进乡镇人大工作不断发展。根据人大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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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职权和依法办事的原则，历届区(县、市)人大及

其常委会逐步制订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主

任会议议事规则和各项工作制度，使我区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对

全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主法制建设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

回眸临沂县、市和兰山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半个世纪

以来的光辉历程，记述历届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为兰山人大工作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总结民主法制

建设的经验，是我们编纂《兰山区人大志》的根本目

的。以史为鉴，展望未来，相信《兰山区人大志》的问
世，必将有力地推进我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依法

治区的进程。

《兰山区人大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实事求是，精选材料，全面、系统、完整地记载了兰山

人大的发展史。编纂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众多修志专

家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诚指导和大力支持，倾注了编纂

人员的大量心血和汗水。在此，我谨代表兰山区第十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所有参与编纂工作的人员

和所有为《兰山区人大志》作出贡献的领导、同志致以
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谨以此书献给关心、支持兰山人大工作和为兰山民

主法制建设作出贡献的人们。

“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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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东省东南部的临沂市兰山区，是1994年12月县级临

沂市撤销后在其辖境内析置的县级行政区。县级临沂市的前身，

乃是历史悠久的临沂县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我国根

本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逐步得以建立并

日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根据我国人民革命根据地政治建设

长期经验而确定的，同我国的根本性质相联系。为全面、系统的

记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发展史实，《兰山区人大志》从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临沂县的发端记述。通过组织机构、履行职

权、人物传略、重要文献和大事记等内容，集中反映地方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所作出的贡献。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一

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时尚未召开)的职权，

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各地先

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

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仿照全国人民政协

①临沂县于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置。新中国成立后。临沂县从

1958年12月至1963年3月期问由县改称市，尔后恢复为县。1983年9月撤县改市，

至1994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建置，析置为兰山、罗庄、河东3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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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由此可见，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既是地方人民政协的前身，同时也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

前身。

一、临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1949年9月4日，根据上级指示，中共临沂县委作出《关于

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计划》，要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充分发

扬民主，倾听群众的意见，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以便更好地贯彻

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使恢复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战胜灾荒等各

项工作前进一步。并对代表的产生、名额等问题作了详细安排。

第二天，临沂县人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

会，县长刘炬和副县长张清波被推举为正、副主任，民政科长袁

介之、民运部长陈思佐等5人为委员。经过紧张的筹备，10月5

日至7日。临沂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隆重举

行。在204名到会代表中，包括工人、农民、文化、工商、党和

部队、开明士绅等界别。县长刘炬报告了10月份的施政情况和

今后工作意见。代表们以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提出生产建设、

备荒、教育工作、村政建设、妇女、城市建设、工会工作、税收

和保卫治安等方面的提案220多件，使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

为政府联系群众、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的最好方法和方式。

1950年2月3 El至6日，临沂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

行第二次会议。会议选举刘炬为主席，马绍仁、周树慈为副主

席，马成彬等25人为常务委员。同年7月21日至22日，召开

一届三次会议。11月12日至15日。临沂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召开，选举刘炬为主席，张清波、王德祥为副主席，马绍仁

等25人为常务委员。1951年2月21日至23日，临沂县第三届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选举刘炬为主席，张清波、赵永芳、石

贞信为副主席，马永胜等27人为常务委员。同年5月1日至4



日，临沂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选举马玉兰等24人

为常务委员(主席、副主席连任)。7月11日至13日，临沂县第

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选举李希平为主席，张清波、王瑞

芝为副主席，亓本生等27人为常务委员。12月16日至20日，

l临沂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举行，选举包培智为

主席，王瑞芝、潘叔玉、高瑞兰(尤大娘)为副主席，王义等

29人为常务委员。此后，分别于1952年5月、10月，1953年2

月、5月，1954年1月召开了临沂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

二、三、四、五、六次会议，结合中心工作，研究解决问题的对

策。 ．

二、临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地位与作用

从1949年10月至1954年7月临沂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

开前，临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举行过六届十三次全体会议。

它在协助县政府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建设中，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各项运动中，都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首先，彻底完成土地改革

临沂县土地改革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

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颁布后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老区

基本完成任务外，恢复区的土地改革仍在进行。1950年9月中

共山东分局根据6月30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草案)》精神，发出了完成与结束土地改革的指示，要求对尚未

实行土地改革的新区和城市郊区，按照《土地改革法》的规定进

行土地改革。在临沂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专门作出了

本县完成与结束土地改革的决议。会后，代表们积极宣传、贯

彻、执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

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掀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兰山区人大志

动的高潮。至1952年底，全县土地改革任务彻底

、征收可耕地85．92万亩，非耕地5l万多亩，房

，使3：7万户贫农、3354户下中农分得了土地、房

。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

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极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月25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

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派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同年10月19日到达朝鲜。临沂人民和全国人

民一样。随之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在临沂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上．作出了“迅速掀起抗美援朝运动新高潮”的决议。各

界人士发表演说和《联合宣言》，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威

胁我国安全的事实，阐述我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合理性和

正义性，决心全力拥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

进行的伟大斗争。1951年3月1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

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改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后，临沂县第

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5月1日召开全体会议，积极响应总会

的号召，在总结全县前段抗美援朝开展情况的同时，专门成立了

临沂县抗美援朝分会。县分会以多种形式，动员社会各方面参加

运动，并组织各界人士，推行爱国公约，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

支援前线。慰问志愿军将士及其家属。7月20日，县分会下达

了《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的通知》，要求普遍深入地进行抗美

援朝的宣传教育，继续深入开展增产捐献，在“八·一”建军节

期间，对优属和抚恤工作进行一次普遍切实的检查。至1953年7

月朝鲜停战协定达成协议的3年中，临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动

员广大人民，在人力物力等方面，为抗美援朝，实现朝鲜和平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

再次，参与各项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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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机关中的一些工作人员，在资产阶级

腐朽思想的影响下，沾染了严重地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习气，有

的甚至贪污腐化、蜕化变质。为改变这些不良现象，中共中央于

1951年部署了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

反运动”。1952年1月，又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

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

动”。临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大力宣传开

展“三反”、“五反”的重大意义，各界代表带头执行党的各项方

针、政策，使运动得以健康发展。1953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

如何在县、区、乡进行新三反的问题》批转后，临沂县第六届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总结研究当前生产工作人

手，处理坏人坏事，表扬好人好事，进一步贯彻反对官僚主义、

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的决议，并规定每月初一、十五日

为“县长接待日”。

第四，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做法，临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1951年12月召开的县第六届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选举包培智任县长，李世华任

副县长，马绍仁等15人为临沂县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制定了

(1952年政府工作计划》。在此后的六届二次至六次全体会议上，

均代行了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某些职权。1954年7月，临沂县第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自此，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不再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55年11月中旬，人民政协

临沂县第一届委员会成立，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完成了它的光荣

历吏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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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县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建立与发展

一、临沂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加强各项政治建设。进一

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已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议事日程。

195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提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

召开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3月1日，中

央人民政府公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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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各族人民普选产生。凡年满18周岁的

中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

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并规定了选举委员会的组

织和任务。

中共临沂县委、临沂县人民政府根据《选举法》的规定，经

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1954年7月7日至11日，临沂县第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450名代表中。

有工人、农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私营工商业者、革命知识分

子和少数民族等各方面代表人士，充分体现了以工人阶级为领

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和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精神，体现了

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风貌。会议听取了副县长冯世达代表县

政府所作的上半年施政报告与普选工作总结、县委书记何乐三所

作的《中共临沂县委关于夏季工作的建议》。与会代表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进行认真讨论，一致通过在广大人民群众

中开展宣传和学习宪法草案的决议。大会选举高克亭、朱奇民、

马骏、龚广起、崔玉英5人为临沂县出席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的代表。从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在临沂县建立。



概 述

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重大问

。题，并监督其实施。国家行政机关从国务院到各级地方人民政

府、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都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或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受它们的监督，

并可由它们罢免。这一政治制度能够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

构，有力地对敌人实行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证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展。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

召开。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第一部《中 。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是中国人民100多年以来为新

＼ 中国诞生而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

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宪法》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

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并且用法律的形式把党在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宪法》

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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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

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从而确立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宪法》还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

。 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

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从而确立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

向和途径。总之，这部宪法体现了两大原则：即人民民主原则和

社会主义原则。记载了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胜利成果，指明了我

国人民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

二、临沂县、市第--至Ik届人民代表大会简况

临沂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7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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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6日召开。选举王发埠为县长，陈兆元等4。人为副县长，组

成了新的县人民委员会，并选举郭茂兴为县人民法院院长。临沂

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7日至31日召

开，选举王发埠为县长，陈兆元等4人为副县长，并选举郭茂兴

为县人民法院院长，贾焕章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穆林、

李澄之等6人为出席山东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临沂市

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61年4月16日至19日召

开，选举包培智为市长，陈兆元等5人为副市长，何友学为市人

民法院院长，贾焕章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临沂县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于1963年5月24日至28日召开，选举包培智为县长，

王德一等6人为副县长，郭茂兴为县人民法院院长，贾焕章为县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并选举穆林、李澄之等9人为出席山东省第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临沂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于1966年4月17 E1至21日召开，选举徐志民为县长，陈兆元

等6人为副县长。法院和检察院任职人员不变。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除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

1975年1月召开外，地方从省到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未举行。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后，山东省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77年12月9 FI至14日召开。此后，全省

各市、县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召开第八次人民代表大会。

由于省未召开过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各县未召开过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上级决定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省、市、县革命

委员会作为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这样，1968年3月19日成立的

临沂县革命委员会便作为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计算。

临沂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78年2月1日

至3日召开，选举于湘任临沂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姚学益等9人

任副主任，苏涛任县人民法院院长。在次年12月3日至5日召

开的八届二次会议上。选举陈雷等4人为出席山东省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的代表。

三、临沂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建立

1979年6月18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

幕。在7月1日通过的《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

规定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

立常务委员会。这标志着我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建设，步人

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1980年9月20日至25日，临沂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隆重举行。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临沂县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县委书记胡建隆被选为主任，张作栋等7

人任副主任；并选举了县长、副县长和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常务委员

会，乃是首届县人大常委会。本届县人大常委会设立了职能部门

办公室。在1983年2月下旬举行的九届三次会议上，选举杜培

芝等10人为出席山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983年9月临沂县改为临沂市后，1984年8月召开了临沂

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牟步善为本届人大常委

会主任，王广亮等6人为副主任(1986年4月十届三次会议选举

姚学益为主任)。本届人大常委会设职能部门办公室、代表联络

科、政法科、调查研究科。1987年3月临沂市第十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姚学益为本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魏

玉湘等4人为副主任，其职能部门不变。从11月开始，全市30

个乡、镇、办事处机构均设了人大工作办公室。在次年1月召开

的十一届二次会议上，选举徐志顺等11人为出席山东省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90年4月临沂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市委书记张敬涛为本届人大常委会主

任，卜挥等6人为副主任。从1989年7月起，市人大常委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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