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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河南省内黄人大志

序

盛世修志。乃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内黄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经过

县人大常委会的精心组织及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已付梓问世，它记载了内

黄县人民代表大会所走过五十年(1954-2004)来的光辉历程，既是为纪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献礼，又是内黄县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

的可喜成果。具有资治当今、启迪后世的资鉴作用。

《内黄县人民代表大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翔实的记载了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活动的全

过程，条目清晰，主次分明，言简意赅。它不仅反映了历届人大代表的换届

选举，而且着重阐述了1981年正式设立常设机构以来，县人大常委会在中

共内黄县委的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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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领导，围绕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

围绕各项法律法规的实施，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依照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职责，采取执法检查、民主评议、代表视察等方式依法对“一

府两院”实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加强代表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做好群

众来信来访工作，督促有关部门办好代表提出的各项议案和建议、批评、意

见；按照人事任免程序任免了“一府两院”和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对内黄县

的一些重大事项作出决议和决定；自身建设和监督实效得到不断提高。几十

年的实践中，经过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人大常委会的

各项工作程序得到了坚持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使人大各项工作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为推动内黄县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

治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在昂首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

重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

本。使民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必须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在依法治

国中的监督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参政议政管理国

家，建设依法治国的政治体制；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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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建设富强的国家，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密切党

群关系、保持和提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水平。为此，我们要以史为鉴，

发扬成绩，克服不足，努力工作，继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全

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浏览志稿，不胜感慨，艰辛的付出才将大量资料汇集成书，为此，对县

人大常委会及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共内黄县委书记冯克坚

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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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在全国隆重纪念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内黄县人大常委会

编纂了《内黄县人民代表大会志》，以五十年的辉煌成就，献上一份贺礼。

《内黄县人民代表大会志》记载了内黄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从

1954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至2004年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五十年来，建

立、完善、改革、发展的全过程。这本志书的出版，对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构建和谐

社会，推动内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资治当今、惠益后世、以史为鉴的

作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

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

然选择，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也反映了全国

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内黄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设立

以来，以民主法制建设为己任，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大

胆实践、勇于探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和开拓创新的工作。特别是1981年

人大常委会设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一个坚持、两个注重、三个围

绕” “即：坚持党的领导，注重自身建设，注重工作实效，围绕全县中心工

作，围绕法律、法规的实施，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全面

开展人大工作”的工作思路，加强了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制定和完

善了人大各项工作的规章制度、议事规则，把人大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

化和制度化的轨道，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上来，统一于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推动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

完备，依法治国得到了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保

障。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焕发人民

了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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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强大力量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

由之路；是团结中华儿女、共同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党

始终坚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作风的必由

之路。

《内黄县人民代表大会志》是全县各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缩影，是人

大常委会设立以来奋斗历程的真实写照，也是全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

文明建设的可喜成果，是编纂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对此，向编纂人员表示

谢意。

编纂县级人大志，由于缺乏经验，编辑水平所限，疏漏之处难免，恳请

同志和社会各界朋友批评指正。志书编纂过程中得到县志办、县档案馆等有

关单位的支持，谨此感谢。

内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贵连

2005年5月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述了内黄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设

立到现在五十年来的发展轨迹。

二、本志采用章节体结构，首设概述、大事记，次设专志，末为附录，

全书共分12章，50节。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五种体裁，并辅之以图表照片。记述

文体用现代汉语语体文字，使用规范简化字，力求结构严谨，语言简洁，做

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四、本志断限，上限为1940年内黄县在西长固村召开参议会，下限止

于2004年12月。为叙述某些事项的完整性，部分章节下限有所突破。

五、有关法律和机构的名称，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此后一般用简称，

如内黄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内黄县人大常委会。

六、时间处理，力求准确。从1949年11月至1954年3月，为内黄县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由各阶层推荐或政府指派，从1954年至2004年为

内黄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选举产生。

七、人志人物，设传记、简介、名录。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传记按生年

依次排列，简介按职务、分届次先后排序，凡人志者不冠以职务直呼其名。

出席省、市、县历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按届顺序录入。

八、计量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适用。

九、本志采用资料，主要来源于内黄县人大常委会机关档案室的档案

资料，以及县档案馆、县志办公室有关档案资料。

彩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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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内黄县位于河南省最北部，与河北省魏县接壤，东邻清丰、濮阳，南界

滑县、浚县，西连汤阴、安阳。南北长平均55公里，东西宽平均21．1公

里，总面积1161平方公里。全县辖城关、楚旺、井店、东庄、后河、梁庄

6个镇，毫城、高堤、二安、六村、中召、马上、张龙、石盘屯、窦公、田

氏、宋村11乡，531个行政村，16万户，71万人，有汉、回、满、壮等21

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99％，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01人。

内黄为黄河冲积平原，地势西高东低，海拔5¨70米，卫河为境内主
要河流，从西南达东北流向，穿过县境62公里，流域面积1092平方公里。

内黄地处暖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3．2℃，年降雨量547．3毫米，年均日照2316小时，无霜期210天，全县土地面

积174万亩，其中耕地96万亩，土壤分沙土、两合土、盐碱土和淤土，适

宜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先后被国家定为小麦商品粮生产基地县、优质棉出

口棉生产基地县、山绵羊生产基地县、优质蜂蜜出口创汇基地县、中国名特

优经济林“红枣之乡”、全国平原绿化达标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县，全县森

林覆盖率34．6％，被省定为“林业生态示范县”。

内黄为全国著名的“红枣之乡”。红枣种植历史1500年之久，1915年

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银奖，被誉为“东方宝果”，如今，全县枣林面积

42万亩，有枣树650万棵，年产红枣6045万公斤，面积产量均居全国县级

之冠。以红枣为原料，用高科技尖端技术加工的系列产品有“冬夏枣茶”、

无核糖枣、金丝蜜枣、焦枣、醉枣等20多个品种，享誉国内外。

内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4500年前“三皇五帝”中颛顼、帝喾

二帝在这里封国建都，后葬于“顿丘亳阴野中”即今内黄县南部30公里

“二帝陵遗址”。陵区有数以百计的御制祭碑。帝喾十四代孙成汤灭夏后，曾

在这一地区开创商王朝，商第十代王太戊在亳城建都，今刘次范村有商中宗

太戊陵遗址(宋太祖开宝七年所建陵庙碑尚存)。商王“河直甲居相”、“祖

仍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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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自相迁耿”，共历三王百余年均建都于此。内黄县人杰地灵，人才辈出，

战国有商鞅；汉有杜邺四代为官，杜林官至大司空；南北朝有史称冉魏皇帝

冉闵；唐有谏臣魏徵、大诗人沈俭期；宋有师颃官拜监察御史，傅尧俞官至

吏部尚书；明清时代张姓、司姓、黄姓，历代学有所成，官有政声。现代省

部级干部有王从吾、喻屏、李士英、刘汉生、王卓如、张增敬等29人。县

团处级干部千余人，还有国家级战斗英雄35人。内黄也是绘画之乡，李剑

晨、丁折桂、袁一波、张重梅等一批画家、艺术家，名扬乡里。

内黄县是老革命根据地，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被誉为“红色沙区”。早

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濮阳县委在内黄千口村成立，赵

纪彬第一个加人中国共产党，相继千口、化村、井店建立了中共党支部。

1932年王从吾、刘玉峰领导直南盐民大暴动，1938年建立中共内黄县委。

抗日战争时期，杨得志、杨勇率部来内黄沙区，开创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建立内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带领全县人民与日寇进行了殊死决斗，

直至取得最后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豫北战役后勤指挥部曾设在

内黄县裴村，沙区儿女积极参军参战支援战勤，有16000人参军，26900人

支前参战，有15577人为国殉难，有革命烈士1868人，享受国家补助的残

废军人892人，有千余名干部分批随军南下开辟新区，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

应有贡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其核心是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五十年来，我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走过了辉煌、坎坷的历程。

1940年3月，我县召开了参议会，1949年11月，召开了首届一次人民代表

会议，至1954年3月，我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这是

我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萌芽和过度时期。内黄县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

则”。于1949年11月13日召开了内黄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

议，至1954年3月共召开四届16次会议。内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主要

职责是：l、听取审议县政府工作报告，并通过讨论，提出批评建议。2、向

人民政府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讨论并建议与人民利益相关的事宜。向人

民群众解释代表会议情况。3、审查和通过县财政预算等，各界人民代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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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期间，由会议选举主席团主持、领导会议。大会闭会期间，由会议选举

主席、副主席、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行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职权。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以及职权的行使，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奠定

了政治基础。
’

7

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和政务院“关于召开各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

几个问题的决定”，内黄县于1954年7月11日召开了内黄县第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标志着我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确立。内黄县人

民代表大会，是国家地方权力机关，其主要职责是：保证宪法、法律、法规

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决定全县重大事项，审查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

划，审查和批准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情况，撤销本级

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选举和罢免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委员和县人

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免本级“一府两院”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

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干扰，我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1957年底开

始，进入了长达20年的曲折发展时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

到了严重破坏和冲击。内黄县人民代表大会，自1954年7月至2004年11

月，共召开十二届，35次人民代表大会。其中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经

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在县城召开几千人大会宣布内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

来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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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把革命委员会列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四

1976年10月，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彻底粉碎， “文化大革命”宣

告结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始得到全面恢复，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召开和1982年宪法的颁布实施，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入了鸳康发展的
轨道。根据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内黄县于1981年4月20日至27日召开了内黄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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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内黄县人大常委会，由主任、副

主任、委员若干人组成，并确定为内黄县人民代表会的常设机构，在人民代

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它职

权，并配备了办事机构、办事人员，从而加强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县人大常委会的主要职权是，对全县范围内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的重大事项作出决议决定；对本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行使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选举、任免本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县人大常委

会由主任召集，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内黄县人大常委会从1981年设立

以来，至2004年1 1月共召开会议171次，讨论决定本县重大事项21项，

依法任免“一府两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985人。县人大常委会增设了“一

室四委、二科”办事机构，配备了办公人员34人，制定完善了人大工作各

种规章制度，使人大工作走上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道路，创建

了省级文明单位、营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树立了人大工

作的权威，提高了人大工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至1983年为人民公社社员代表大会，行使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984年恢复乡镇建制后，各乡镇恢复了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并成立了人大主席团设专职常务主席、副主席，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负责乡镇人大工作。

内黄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正确运用宪法、法律、法规赋予的重大

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对“一府两院”监督权，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健全民主法制，对全县国民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

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人大工作按照“～个坚持、两个注

重、三个围绕”的工作思路，开创了人大工作新局面，使民主法制建设进一

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更加完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作出了

新的贡献。

lIil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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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40年

3月 内黄县参议会在西长固村召开会议，建立内黄县抗日民主政府，

选举马冠群为县长，同时成立六个区公所，选举了各区区长，并决定取销保

甲制，建立抗日民主村政权。

4月 内黄县参议会选举马冠群等3人为代表，到安庄参加冀南6县抗

日行政监察专员公署的成立大会。

1941年

元月7日--15日 内黄县参议会推举马冠群、苏化众、牛同文等人在

县南马张固村参加冀鲁豫边区公署成立大会，各县参加300余人，选举晁哲

甫为主任，崔田民、贾心斋为副主任。

7月 内黄县参议会在王告村召开会议，推举张富学、常秋圃、靳老

雅、张正方为代表赴观城参加冀鲁豫边区会议，选举晁哲甫为行署主任，段

君毅、贾心斋为副主任。

1946年

4月 内黄县推举3区区长崔宪清、4区区长王香亭赴濮阳王掘地村、

清丰古城村参加冀南选区选举，选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晁哲甫、张霖之，候

补代表成润。

1949年

11月12日 首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历时3天。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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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代表204名，实到会代表198名。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发展生产和抑制

物价上涨问题，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闭会期间行使代表会的职权。

1950年

2月lO日 内黄县灾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分别在五、八区召开，历时2

天。五区55个村到会代表167名；八区48个村到会代表115名，主要议题

是开展生产自救。

4月3日--6日 首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到会代表

322名。会议内容主要是团结各界人民全力以赴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完成增

产任务。

6月30日--7月2日 首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听

取并讨论了夏征政策和任务分配方案。

11月5日一8日 首届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历时3天。

到会代表270名。本次会议主要内容是秋征和冬季生产自救工作。代表提出

各类议案112件。

1951年

2月14日 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历时3天。出席代

表228名，会议通过“以实际行动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和农民生产、

组织物资交流三项决议”。

6月20日 二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历时3天。出席

代表268名。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抗美援朝、开展生产运动和夏季借征3个问

题的报告，并通过了本次会议的决议。

11月4日一6日 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出席代表

243名，主要议题是发展农业生产和生产救灾工作。

1952年

3月12日 三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历时3天。到会

代表275名。会议贯彻了中央关于开展“三反” (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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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主义)运动；听取了关于生产自救工作报告，贯彻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组织通则》，选举了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及委员。

6月11日 三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检查总结了

上半年的工作，部署了下半年工作任务。

lO月29日 三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历时3天。会议

听取了专署公安处长高云田“关于目前形势和三年来重大成就”及其他有关

工作报告。

11月7日 内黄县老根据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历时3

天，到会代表138名，主要解决发展农业生产问题。 ·

12月29日 三届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历时3天。这次

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正、副县长及委员。同时选出各界人民代表

会常务委员会，县长兼主任，民主人士杨万珠为驻会副主任，驻会委员有冯

太清、李桂枝。

1953年

3月3日 四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历时3天。到会代

表275名。会议听取了有关工作报告和宣传贯彻了《婚姻法》的报告。

6月 根据《选举法》，全县首次进行基层民主选举，并着手试点工作。

7月23日 召开常委会议。研究通过召开四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各项准备工作，并对大会进行了周密部署，为开好大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7月24日 四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历时3天，到会

代表249名。会议听取并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

10月24日 四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历时3天。

到会代表249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有关工作报告。

12月14日 四届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历时6天。到会

代表151名。会议听取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及中央关于粮

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政策的报告。

1954年

3月16日 四届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历时3天。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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