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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席文启

经过几年努力，东城区人民代表大会志终于脱稿了。这

是一件好事，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记载下来，留给后人；这

是一件新事，在我所见闻的范围内，似乎尚无先例。这都说明

此事值得庆贺。

这部志稿详实地记录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代表大会酝

酿、产生、发展的历史，客观地反映了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后来

的常委会履职、工作、建设的实况。作为人大工作后来者的

我，看着这一个个人名，一项项议题，一件件工作，心中的敬

意油然升起。这些人就是半个世纪以来东城人民的代表，这

些事就是全区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一届届隆重地选出了他

们的代表，代表们一次次庄严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而人民

和他们的代表们的所作所为，也就构成了这一段东城历史发

展的重要脉络。

望着这部志稿，我想说：东城区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地方的一个缩影。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这个制



度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特别是关于政权组织形式和

代议制学说，借鉴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制度的历史经验，又经

过中国共产党人自己长期的实践探索，而于新中国诞生后

建立并逐步健全起来的。它既根本不同于西方资产阶段三

权分立的议会制度，也不同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完全的议

行合一，还略不同于列宁、斯大林建立的苏维埃制度。它是

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它是源于苏

维埃制度的，又是超越了苏维埃制度的。它是完全适合中国

国情的满足人民当家做主需要的新制度，我们没有任何理

由不珍惜它、爱护它。

望着这部志稿，我想说：东城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几十年，

是在实践中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力求在自己的实践中

发展它、完善它的几十年。就拿区人大常委会设立以来的20

余年来说吧，从思想认识上看，是广大人民和各级领导对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识不断提高、日益深化的20年；从组织

结构上看，是机构不断完善、人员素质不断提高的20年；从

履职内容上看，是职能不断扩展、工作不断创新的20年；从

工作方式上看，是行为El趋规范、制度不断健全的20年。一

滴水可以映出大海。东城区人民代表大会这50年或20年走

过的路，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走过的

路。它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它还要继续发展；它已经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它还要继续向前。它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

具有无限生机和强大生命力的好制度，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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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它、完善它。

志书有存史、教化、资治的功能。但愿我们这部书也能很

好地发挥它的这些作用。存我区人民代表大会由来发展之信

史，教我区人民群众民主法制之风化，资我区人民代表大会

后来履职之明治，促我区人民代表大会工作建设之发展，以

便把我区几十万人民的事情办得更好些。

2002年3月11 13



编辑说明

一、2000年8月，区人大常委会基本上完成了东城区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要求编写的《东城区地方志第九篇——区人

民代表大会》的任务。

为了充分利用在编撰《东城区地方志——人民代表大

会》篇过程中收集整理的大量史料，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决定

编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代表大会志》。

二、编撰本志是为了全面真实地记述五十年来东城区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

和现状，使全区人民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政

治制度，并为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所借鉴。

三、编撰本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民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力

求充分反映东城区人大的特点。做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内容

真实，材料可靠。以做到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

四、本志的编辑时间上限自1950年5月和8月，北京市

第一区和第三区分别召开第一届第一次区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下限为1999年1月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

五、本志记述的内容，围绕《宪法》赋于区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区历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决

议及选举事项：

(二)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主要情况；

(三)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各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决议、选

举事项及区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议案及代表的建议，批评

和意见；

(四)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的主要议题，

决议及任免事项；

(五)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及主要

负责人；

(六)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履职的主

要情况；

(七)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际、国内交流情况；

(八)区历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区历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的名单，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出席市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名单。

(九)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制度。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区档案馆、区人大常委会档案室

的档案及从事过区人大工作和了解区人大工作的部分老同

志提供的资料。

．编者

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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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钚】尘

根据北京市《关于设立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和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北京市第一区和第三

区分别在1950年5月和8月召开了第一届区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至1954年5月共分别召开了9次会议，其中，1950年

至1952年，第一区和第三区分别召开了6次会议；1952年9

月至1953年9月，东单区和东四区分别召开了3次会议。在

这些会议上，听取并审议了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一些专题

工作报告。会议对报告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有的还专门做出

了决定或决议，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根据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央选举委员会

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北京市东单区和东四区分别于

1954年5月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从此，

两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

东单区和东四区分别召开了第一届、第二届共9次代表

大会会议。1958年6月，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北京市城区

行政区划的决定，东单区和东四区合并为东城区，从第三届

区人民代表大会开始，即改为东城区人民代表大会。至1965

年12月，东城区第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共召开了1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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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区人民代表大会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地方

组织法规定的职权，听取并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和区人民法院

的工作报告，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讨论决定全区政治、经济、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重大事项和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

的重大问题，选举区人民政府和区人民法院领导人员，日益

显示出人民当家作主的作用。

1966年4月，全区选民经过普选选出了东城区第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后因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民主

与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陷于瘫痪，长

达十年之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

过的关于修正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

1979年下半年东城区作为全国六个试点单位之一进行了选

举工作试点，1980年1月召开了东城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常

务委员会。

东城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以来，在历届区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及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不断学习、实践、开拓的

过程中，各项工作逐步完善。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依照法律规定和上级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如期举行会议，

履行职责，行使决定权、监督权和人事任免权，发挥了地方国

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代表工作做到经常化。代表们积极履行

职责，采取各种方式密切同选民的联系，反映群众的意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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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监督和协助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代表作用El益显著。

区人大常委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逐步建立、健全办事机构，

制订各项规章制度，使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日趋制度化、规范

化。通过“五城区人大主任碰头会”、“全国十一城市区级人大

常委会工作联席会”、“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研讨会”等、出访和

接待来访，交流了工作经验，宣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东城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集中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管理国家

事务这一重要原则，为推进我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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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概 述

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根据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0年2月

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设

立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建立的，它是北京解放初期

人民参政的过渡形式。

北京市第一区和第三区分别在1950年5月和8月召开

了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至1954年产生

区人民代表大会时为止，历时四年，分别召开了9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和专题工作报告。与会代表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推动了各项工作

的开展。

第一节 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产生和代表构成

第一区是当时北京市试行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4

个区之一。经试行，1950年8月10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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