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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新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编纂《奉新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的决议

(1989年3月3日县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奉新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县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关于编纂《奉新县人民代表大会

志》的提议，一致认为很有必要。为研究，总绔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经

验，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对今后加强和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更好地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能，将起到一定的指导作

用，特决议如下：

一、指导思想。编写《奉新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的整个过程中，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存真求实为基本要求

进行编纂。

二、编写内容。《奉新县人民代表大会志》内容是：奉新县苏区

工农兵代表大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设置、性质、任务和活动等，纳入时间上限1 930年苏区工农兵代

表大会起，下限1990年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止。

三、组织领导。成立奉新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钟

标新，委员胡盛瑶，甘章成、蓝隆泰、温世昌、温必锬，·顾问黄仲

谋、王殿生，王久启、温世棠、戴祥铿，下设办公室，主任温必锬

(兼)，主编温世昌，编辑戴隆堂，拟定编写目录和提纲，进行编

纂。编纂经费由县人民政府拨给。争取在1990年2月底前，完成编写

付印任务．



凡例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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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志原则：坚持靠贯古通今静， 搿详今略古糟， _古为今
用一， 搿实书直叙一的原则。

三、编目：本志采取分章节的表述方法，共9章45节。

四，断限：本志上限自1930年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始，下限1990

年2月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换届止。

五，体裁：本志采用志，表，图，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体。
六、历史纪年：民国时期按公元纪年，并夹注旧纪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以后，均以公元纪年。
七，本志内的统计数字和公元纪年，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

八．地名：公社与大队，乡镇与村，志书均以当时名称为准．

九，法律名称：有的地方用法律全名，大多数地方用了简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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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为《地方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简称为《选举法》，其他法律也有

用简称的。

十，资料来源：本志资料绝大部分录自县档案馆、省地档案馆，

“修铜宜奉边县一革命史料和知情者，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为节省篇

幅，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序 ·1·

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不断地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重大的作用。奉新县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苏区的工农兵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萌芽和雏形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到正式实行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过渡和确立

阶段；自实行人民代表大会以来，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阶段。自1981年起，县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设机关常务委员会，完善

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工作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宪
法赋予权力机关的职能得到比较好的履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

得到了保障，人民管理地方国家事务得到重要体现。为了记述我县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管理地方国家事务中的作用，第九届县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89年3月3日作出了《关于编纂奉新县人

民代表大会志的决议》，设立机构，专人撰写，分组审查，集体定

稿，历时一年，编纂成书。

《奉新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编辑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

持实事求是，力求准确地反映历史与现状，更好地体现地方特色和时

代特点，纵述历史，横陈现状，始于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止于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志书作了比较客观的、真实的反

映，本着求实存真，多纪少论的原则，并注意了文字的简洁和严谨，
从而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过程，以及在各个历

史时期的重要作用。它的问世，总结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凝集了

修志人员的心血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全县人民应很好地珍惜它，

充分发挥它在地方政权建设中的借鉴作用，更好地行使宪法和法律赋

予的职权。为改革开放服务，为人民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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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新人民有着革命的光荣传统，在革命年代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
争，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人民民主政权的今天，经济日趋繁

荣，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值此志书出版之际，愿全县人民抚今追昔，
缅怀先烈，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同心协力，兴利革弊，为建设富

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奉新作出新的贡献。

钟标 新
1 990年2月l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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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新县位于江西省西北部。东界安义，南临高安，西南毗邻宜

丰，西北连接铜鼓、修水，北靠靖安。全县面积1641．77乎方公里，

有Ⅳ七山半水两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东西长约78．3公里，

南北宽约32．3公里。南北边界山脉自西向东延伸，南潦河流贯其中。

西部崇山峻岭，中部多丘陵，东部系河谷平原。海拔最高点五梅山
15 16．7米，最低点宋埠乡塘南27米，县城冯川镇38米。气候温暖，年
平均气温1 7．3℃。无霜期长，年平均为260天。雨量充沛，年平均降
雨量16 1o毫米。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粮食、毛竹和水电，具有三大

优势。耕地面积42．87万亩，．农业以水稻为主，盛产粮食；森林面积

160万亩，总复盖率为53．67％，盛产木竹；南潦河系县内主要河流，

西部各支系源流落差大，可供水能开发利用的总装机容量为5．5万

珏。是全国农村初级电气化试点县之一，1988年1月在全省率先实现

初级电气化达标县。

奉新县1989年底有人口257590人，设有3个镇，13个乡。县党政

机关驻冯川镇。

在土地革命时期，奉新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也是修

(水)铜(鼓)宜(丰)奉(新)建制县。为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

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建立苏维埃政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30

年6月至1934年7月，召开过修铜宜奉四县边区4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一的失利，主力红

军转移，国民党5个师的兵力进犯，使革命组织遭受到了严重破坏，

奉新苏区成为游击区。 ．

1949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县人民获得解放，人民成

了国家的主人，积极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中共奉新县委，
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共江西省委

的指示精神，1949年1 1月10日举行了奉新县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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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 953年1 1月止，召开了九次(届)十一次会议。在每次会议上，代

表们以主人翁的态度，行使人民代表的职权，为团结全县人民顺利进

行减租减息、反霸、土改，镇反、抗美援朝， “三反、五反”、恢复

国民经济，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巩固人民政权起了重大的作

用。

1950年3月至1954年4月，设置了奉新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设机

关常务委员会。 j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公布后，开始实行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按照第二．部《选举法》自1954年春至1 965年1 o月，先

后进行了6次选举。选举一至六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

区直接选举；一至六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间接选举产生。

随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向人民代表大会过渡，从1953年1月起，

设置了县人民政府委员会；1954年4月，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

会，由县人民政府委员会取代；1955年2月，县人民政府委员会改为

县人民委员会。也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 ·1

，文化大革命”时期，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停止活动。1968年

3月，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奉新县革命委员会。根据1975

年《宪法》规定：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

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1980年9月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至1990年2月．全县又进行了

4次选举。根据1979年《选举法》，把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县人

民代表由间接选举改由选民直接选举，从而较好地体现了民意。1981

年3月起，县人民代表大会设置常务委员会，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 4，
，

自1 954年4月至1 989年3月，先后召开了九届二十八次县人民代表

大会会议，履行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推进了全县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的发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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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奉新县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

自1930年6月修(水)铜(鼓>宜(丰)奉(新)四县边区特委

的建立，红色政权相继产生。

当时赤色农会会员歹仅奉新西塔、百丈、巴源，后湖，港尾，上

柏庄、大竹坪、戴家边、店下、球庄、东庄、七里山、桐门石等地统

计，1930年(民国19年)上千人，占苏区成年人的50％，1 933年(民

国22年)苏区贫雇农几乎i00％的加入了农会。

赤色工会会员，仅西塔，百丈，石桥，找桥，双燕埚等地统计，

1931年(民国20年)有500余人，占纸业工人的60叻。

赤卫军，’仅奉新的金洞、长坪、西塔、百丈、店下、上柏庄、巴

源，港尾、后湖等地，由原来的1000余人，到I 933年已发展至,]4000余

人： ’一t
_J．‘， ，·

。

奉新苏区从1 932年7月至I 934年5月，先后实行了2个区，I 1个乡、

68个自然村和8000余人口地区的土地革命，使7000多无地或少地的贫

雇农得到了2万余亩的土地。： 一．．
．．j

一-

修铜宜奉边县工农兵活动分子会议的召开，暴动委员会的成立。

第一：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府的

成立。第三、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j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

展：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召开，由于第五次反对国民党军队“围剿”的

失利，组织地下工作团，继续坚持斗争。

第一节工农兵代表大会性质、职能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提出的革命口号和基本任务：

j_打倒国民党军阀统治，建立土农兵苏维埃政府"。修铜宜奉四县边
区革命根据地，根据列宁创建苏维埃政权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搿农民

弥会”．的斗争经验，建立了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

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其职能是选举苏维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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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人员，讨论决定苏区重大事宜，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扩大根据地，解放劳苦群众。

修铜宜奉边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是由四县苏区选举代表组成召

开，根据当时对敌斗争需要，举行不定期的会议，由党的县委分工负

责入主持举行，大会闭幕后，县苏维埃政府代替行政组织。

第二节工农兵代表大会

一，工农兵活动分子代表会议

1 930年6月下旬，在奉新西塔蓝家祠，召开修(水)铜(鼓)

宜(丰)奉(新)边县工农兵活动分子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中

有邓余仿、林子芳。刘小青、胡月望和奉新籍的夏福来，胡桂明、蓝

仕理、黄光明等人。会上成立了修铜宜奉边县暴动委员会，主任胡月

望。暴动委员会设民政、经济、联络．侦探、武装、总务等工作小

组。12月，修铜宜奉边县暴动委员会，为新成立的宜丰县临时苏维埃
政府取代。

二，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2年5月下旬，修铜宜奉边区办事处，在修水黄沙港矮子坑，

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修铜宜奉边县临时苏维埃政

府，选举张立生任主席。临时县苏根据搿各行政区域不用数目字定

名糟的规定，将修八区改名为观前区，铜五区改名为大圾区，宜三区

改名为天宝区，奉一区改名为甘坊区。会议要求：动员广大群众，向
白区展开政治攻势；积极进行县、区游击队组建工作。

三、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l 933年1月，在宣丰天宝石桥的石壁，’召开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
会，正式成立修铜宜奉县苏维埃政府，选举张立生为主席。一

、

会后，原管辖苏区，基本得到了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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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1 933年lo月上旬，在宜丰石桥双燕埚，召开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

会，选举修铜宜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立生、副主席邹栋材。会议就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新苏区，开展白区工作与邻近苏区联成一片等问

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五、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1 934年4月下旬，在奉新甘坊金洞，召开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选举修铜宜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邹栋材。会议就扩大地方武装，筹粮

筹款，巩固和扩大苏区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作出了相应的决
议。 ，

7月中旬，在铜鼓大报青洞，召开了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宣

布冷述金任县苏主席。由于第五次反对国民党军队膏围剿”失利，此

时，根据地全部成为游击区．会后，县苏全体干部参加地下工作团，．

继续坚持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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