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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渡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光美

在全县人民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强民

主法制建设，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历经辛勤努

力，《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终于和广大读者见

面了，这是我县第一部记述人大工作的专业志，它

的成书填补了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历史、完整规范

性记述的空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一项丰

硕成果。《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的出版发行，

是弥渡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它的问世，必将对弥渡县在新世纪里进一步搞好

县、乡人大工作起到借鉴作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人

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崭新制度。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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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17日

至20日，弥渡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

弥城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的

前身——弥渡县各族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地方

过渡性的政权机构。1954年6月26日至30日，弥

渡县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标志着

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弥渡县

已经确立。1958年11月1日，撤销弥渡县建制，

并入祥云大县。1961年2月，恢复弥渡县建制。此

后，分别于1962年9月6日至11日召开县四届人

大一次会议。1963年9月4日至7日召开县五届人

大一次会议。1965年12月20日至22日召开县六

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县人民委员会

组成人员。从1954年6月至1965年12月，弥渡县

共召开了6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其间，同时召开了

各乡人民代表大会，并行使了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事

务的权力。十年“文革”期间，法律遭到严重践

踏，县、乡人民代表大会被迫中断。

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到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前，在建立和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在民主改革和生产资料私有制

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1966年5月至1976。年

10月期间，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未召开

县人民代表大会，直到1980年12月，才恢复召开

了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使民主建设制度化、法律化。弥渡县同全国

一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建立健全了地

方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进

一步完善了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选举办法和人

大代表的选举制度，特别是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

大设立常务委员会和扩大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职权，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

展时期。弥渡县历届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工作和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建设和人大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

历史发展阶段。1980年12月，弥渡县第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县人民代表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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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机构——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使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从1981年至

今，弥渡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中共弥渡县委的领导

下，按照法律赋予的“决定权”、“监督权”、“任

免权”积极认真地开展工作，发挥了代表人民行使

管理国家的权力，充分体现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

作用，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弥渡县的民主法制建设、

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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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织

法》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弥渡

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资料准确详实，内容丰富。观点正确，体例简明，

行文朴实流畅，地方特色突出，时代特点鲜明，为

读者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

建立到逐步完善的历史画卷。

《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志》全面、系统、详实

地记述了弥渡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讨论、决

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地方

财政收支预算等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监督同级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选举和

任免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

形式管理地方国家事务，管理地方经济和文化事

业，管理地方社会事务的工作实践。反映了弥渡县

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弥渡县历届县委、

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各族人民建设和发展弥渡的实

绩；反映了弥渡县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依法行使人民当家做主的各项职权，认真贯彻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为全县

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工作，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发展

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保持社会稳定、加

快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工作中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

关的重要作用。

在《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志》出版发行之际，

谨向关心、支持和帮助编修本志书的有关单位和个

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我相信《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的出版发

行，对全县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依法治县工作将会产生

深远的影响，对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了解、认识人

大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将起着“服务当代、造福后

世”的巨大作用。

我希望全县各级干部，特别是人大系统的同志

认真读一读这本志书，从中汲取知识和营养，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把党和人民的

利益放在第一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

信念，为把弥渡早日建设成繁荣昌盛的和谐的小康

社会而努力奋斗。

2005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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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志》根据地方志的

总体结构，结合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工

作的实际编写。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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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

织法》为准绳，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按照中央《关于新编地

方志工作条例》的指导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弥渡

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从

宏观角度综合反映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

和发展史，以起到资政、存史、教育的作用。

二、本志上限从1950年1月1日弥渡县人民政

府成立开始，下限断至2005年3月，以记述历次县

级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内容为主，同时记述县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乡镇

人大主席团及基层直接选举等基本情况。对于县的

建制变动和县内部分辖区变动。均按照弥渡县2005

年行政区划范围追溯历史进行记述。

三、本志按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特点，采用横排

门类，纵述史实的编纂体例。全志由序言、凡例、

概述、大事记、专章、附录组成。专章结构为章、

节、目3个层次，根据需要在文中加若干小标题为

细目。全书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

以志为主。本着近详远略的原则，力求内容基本完

整，资料详实，文字简练、朴实、流畅，以资借

鉴，史为今用。

四、本志使用的数据一般以《弥渡统计年鉴》

和弥渡县统计局认可的数据为准，不足部分适当采

用县级有关部门的数据。编纂范围，按弥渡县现行

的行政区划追溯历史进行记述。为保持历史痕迹。

计量单位沿用各历史阶段使用的单位，不作统一换

算，必要时加注说明。新中国建立后的价格，除工

农业产值按注明的不变价计算外，其它均为当年现

行价。

五、旧纪年，用当时的纪年。并在括弧内加注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其

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地名，以1986年新编

出版的《弥渡县地名志》为准。

六、为了使文字简练，本志对多次出现的词语

进行简写。主要有“人大”(“人民代表大会”)、

“人大常委会”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X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X个

五年计划”)、“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等。凡书中涉及到的简称与全称内容完全一致。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弥渡县档案馆、弥

渡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共弥渡县委党史

研究室文书档案、《弥渡县志》以及相关的有关部

门志、专著等资料。

八、本志由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编，版权属于弥渡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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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弥渡县地处云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

部。地理坐标为东经100。19’100047，北纬24047’一

25。327之间。东与祥云县、南华县接界，南与景东彝

族自治县、南涧彝族自治县相邻，西接巍山彝族回族

自治县，北与大理市毗邻。县人民政府驻地弥城镇，

东距省会昆明市353公里，北至州府大理市62公里，

西南达临沧297公里，南至思茅538公里。弥渡县境

东西宽26公里，南北长82公里。总面积1523．43平

方公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河流呈西北东南走向。

弥渡素有“九山一坝”之称，坝区面积132平方公

里，占全县总面积的8．66％，山区、半山区面积

1391．4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91．34％。

弥渡历史悠久，史称“白国故地，西汉旧郡”。

所谓“白国故地”，根据地方志的有关记载是：“有

仁果者以慈善治国，国人载之，于白崖立白国。汉元

狩年间，常羌治滇池，仁果子孙不善采染，不杀生

命，乃号白国，传世15至龙佑那，不变其旧。诸葛

亮定南，封佑那于其故地，赐姓张氏，改称建宁国，

仍长其民。又17世为张乐进求，逊位于蒙氏细奴逻，

白国世绝”(《新纂云南通志》)。“天竺白饭王之裔名

仁果，为众所推，汉武册为滇王，都白崖，号‘白

子国”’(《新纂云南通志》)。“弥渡原属赵州，古白

崖地，民国始分白崖及祥云、蒙化、宾川所属插花地

置县”(《新纂云南通志》)。古自崖，即今弥渡县红

岩镇所在地，自汉至清称白崖，后因避“白”字，

才改称红岩。《滇志》卷五有“白崖城在勃弄川”的

记载，《新纂云南通志》则指出：“白崖城即今红岩

平原，今红岩有古城村，又有白王山，即白王故地

也”。

所谓“西汉1日郡”，根据旧地方志的有关记载

是I“汉元狩间，彩云现于西南，武帝尝于白崖置彩

云郡，滇名云南实肇于此”(《云南通志》)，“汉元狩

间，五色云见于白崖，遣使迹之，遂置云南县”

(《云南县志》)。“蜀汉建兴三年，改益州为建宁郡，

分建宁、永昌，置建宁郡于白崖”(《赵州志》)。

弥渡境内有多处新石器遗址被发现。相传古代

弥渡是一片浩瀚的水乡泽国，行者易迷津，故名

“迷渡”，清代改称弥渡。自西汉迄南北朝属云南县，

唐代南诏时置白崖赕，元明属赵州。清沿明制，仍属

赵州，雍正九年(1731年)，大理府南关分府通判驻

弥渡，称弥渡市督捕通判，署址在弥城西街。民国元

年(1912年)5月设立弥渡县，隶属腾越道，民国

17年(1928年)废道，直属云南省。1950年1月1

日，弥渡县人民政府成立，属滇西人民行政督察专员

公署辖，同年3月1日，归大理专区。1956年大理白

族自治州成立，属大理州。1958年11月，弥渡、宾

川、祥云合并，建立祥云县。1961年2月，经国务

院批准，复置弥渡县。2003年弥渡县辖红岩镇、新

街镇、太花乡、寅街镇、苴力镇、密祉乡、德苴乡、

牛街彝族乡和弥城镇。乡镇下设89个村民委员会。

971个自然村。

在漫长的封建统治、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岁

月里，弥渡各族人民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进行

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斗争，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1856年(清咸丰六年)县人彝族农民李文学率众起

义，北联大理回族起义军杜文秀，南结按板哈尼族起

义军田四浪、傣人起义军刀成义，团结各族人民共同

反清。建帅府于密滴，控制了哀牢、蒙乐、六诏山大

部地区，实行军耕、薄赋、彝汉通商，推动了社会发

展，斗争长达20余年，动摇了清朝封建统治，在中

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辛亥革命时期，清末

辛丑科(1901年)孝廉(举人)邓鸿逵加入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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