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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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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志(简称《青海省人大志》)的编

撰，意在反映全省各族人民这种民主权力的实施和发展过程。

《青海省人大志》是记载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工作

的全过程的历史资料。它的编撰，对于今后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青海的实施、巩固和发展，研究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工

，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新路子，研究新课题，行使好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权力，提供了可靠翔实的资料，同时也可起资政、 教

育、存世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编撰这部志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

以原始资料为依据，以史实为基础的原则，对历史如实记载，客观

地反映我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工作的原貌。

这部志书，上限青海省建省之始，即1929年，下限1989年；采

取章、节、目的结构；在记事上一般采取谘叙体，述而不论，详今

略古，详近略远，突出重点，顾及一般的方法。

这部志书，虽经近一年的搜集资料和编撰，并得到有关同志的

协助，但因原始资料不够齐全，加之编撰人员水平有限， 经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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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难免有不准确或疏漏之处，恳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以利

今后修改、补充和完善。关于志书中所有人的性别、民族在第一次

出现时加注，以后未加注。

在编撰过程中，蒙省档案馆、省图书馆、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业务指导处、省委档案室等单位的热情支持和有关同志的大力协

助，在此表示感谢!

《青海省人大志》编写组

一九九O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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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解放前的青海，乃马麒、马麟、马步芳父子为代表的军阀势力

的家天下，他们集政治、经济、军事于一家，对各族劳动人民实行

残酷的统治和剥削。青海旧政权的各个机构，均被马氏家族操纵和

把持。1 939年前后，国民党操纵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使蒋介石就任伪

。总统做形式上准备，打着“推行宪政”的旗号，指示国统区各省市

成立、召开参议会。以马步芳为主席的青海省政府秉承南京政府的

旨意，于1 939年6月召开了青海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其议长、

参议员等名为省政府安排，实为马步芳指定)，1944年召开了青海

省参议会一届一次会议。从1 93 9年到1 947年，青海省临参会和参议

会各召开一届两次会议，身为省府主席的马步芳不作施政报告，却

六次到会演讲、训示，充分表明了参议会是他们的御用工具。

1949年青海解放。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

主义的幸福大道，实现了当家做主、管理国家大事的夙愿。

青海解放后，人民政权建立之初，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和《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通则》，积极着手筹备，

于1950年10月顺开Ij召开了青海省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金省

各族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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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产生了省人民政府和省协商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副主席．1 95 1年

又召开了首届二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1953年，农业区I 1县实行普

选，广大人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了基层人民政权．1954年8月，

在金省州，市、县先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青海省首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宁隆重召开，顺利实现了从各族各界代

表会议到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

从1954"---"1965年，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共召开三届十二次会议

(一届五次、二届四次、三届三次)，对推进我省的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起到了重大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和破

坏，各级地方人大停止活动达10年之久．粉碎“四人帮”以后，为

恢复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将

“革命委员会”作为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对待，在我省即为第四届。

从1977～1990年9月，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又相继召开了三届十三

次(五届、六届各五次，七届三次)会议。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

定，于I979年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始设立了常务委员会。随后，

经过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探索、实践，并根据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又先

后设立了财政经济、法制、民族和教科文卫等专门委员会，建立健全

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大大增强了立法、监督、任免及决定重大事项等

方面依法行使职权的效能。现在，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完善中．

40年的历史证明，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省人民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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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管理地方国家事务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以工

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国情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同全国一样，我省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党的领导下，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

全社会主义法制做了大量工作，对推进我省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起到了重要的

促进和保障作用，显示出入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诚然，

目前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还有不足，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还

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但是，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省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能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第一章青海省参议会

青海自197．9年析置建省后，马氏家族政权秉承国民党南京政府

的旨意，打着“实行宪政”的旗号，于1 939年拼凑组成“青海省临

时参议会”，贻至1945年正式成立“青海省参议会，，。到1947年止，

临参会召开一届两次会议，参议会召开一届四次会议。其后，随着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该参议会组织即告解体，活动自行终

止。

第一节青海省临时参议会

成 立 大 会

1 93 9年(民国28年)6月3日，青海省临时参议会在西宁举行

成立大会。会议系按照同年5月25日伪省政府公函指定的内容进行

的，包括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议事规则、组织规则及议长、参

议员名单等。由马步芳报请国民政府批准，魏敷滋、马步瀛等2 1人为

临时参议员，马永龄等9人为候补临时参议员，魏敷滋为议长，马

步瀛为副议长，马继援为秘书长。同年8月，改由姚钧任秘书长。

临时参议员的任期原定1年，但自1 939年至1 945年的6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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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迭电国民政府延长临时参议员的任期，从未改选．

第 一 届 大 会

i 940年3月1日，青海省临时参议会在西宁召开第一届大会，

出席参议员11人。大会提交南京国民政府和本省政府议案30余件，

内容有：设立宪政研究会、增加本省经费、设立行政人员训练班、

筹设毛革工厂、发展本省经济事业等。会议选举李洽、张昌荣为参

政员，邵锡三、基生兰、杨希尧、石殿峰、魏敷滋等5人为驻会委

员(处理日常工作)。

第二届 大会

1 942年3月20日，青海省临时参议会召开第二届大会，到会参

议员14人。会议收到议案40余件，并通过呈请国民政府拨发经费、

设立专科学校、保护青海畜牧业等项决议案。会议选出李洽、

马腾云、李德渊为参政员，马骏良、马肇业、穆成功、杨质夫、

石殿峰等5人为驻会委员。

第二节青海省参议会

第 一 次会 议

1945年(民国34年)12月1 0日一1 3日，青海省参议会举行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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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参议员26人，系会前形式上由各县、市参

议会选出，即：马元海、高文远、 马寿昌、年冰如、王祝三、

吴世瑾、丑辉瑛(女)、马 朴，马执中、冶生华、杨质夫、

马 良、马维钢、李增荫、李复泰、朱文明、华宝藏、牟松年、

兰蔓藻(女)、马 彪、赵永鉴、魏泰兴、赵焕然、朱庆、

马忠义、马玉龙。候补参议员20人， 即： 官保加、 马元福、

朱长玉、赵 珏、古嘉赛、赵保才、阿福寿、马福林、 陈 彦、

杨生彬、先灵佛、李自发、丁惠民、香散木、马德俊、 蒲涵文、

黄自元、赵文宗、马登云、周宜逵．马步芳致开幕词，临时参议会

议长魏敷滋作工作报告，省府各部门作施政报告并接受了质询。会

议收到议员提案20件，经财政、文教、民政、治安等委员会审查成

立1 5件。会议选出马元海为议长，高文远为副议长， 马寿昌、

年冰如、王祝三、吴世瑾、丑辉瑛为驻会委员，姚钧为秘书长。会

议通过了大会宣言、向南京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致敬电、向省政府

及马步芳的致敬电、慰劳八二军等将士电，还决定电请蒋介石发布

所谓讨伐中共令等。

第二次会议

1947年1月6日～9日，省参议会举行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到会

参议员18入(候补参议员到会人数不祥)。此次会议期间，马步芳两次

致词，省参议会驻会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省民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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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等政府部门作工作报告并接受质询。会议收到议员议案32件，

经审查成立3o件。会议选举年冰如、王祝三、吴世瑾、丑辉瑛、朱文明

为驻会委员。会议通过给南京国民政府及蒋介石、青海省政府及马步

芳等的致敬电，给整编八二军的慰问电等。7月，议长马元海，副

议长高文远通电拥护蒋介石“戡乱总动员令”．

1947年1月以后到1949年，还开过第三、第四次大会．每次除

听取当时省政府的施政报告外，都照例通电向蒋、马致敬，并通过

请国民党政府加紧“戡乱”等项议案。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十余年间青海省临时参议会、参议

会的活动始末，特别从其历次会议的演稿、文电内容看，这个挂着

“推行宪政，实施民主政治”招牌的“立法机构”，除了作为一个

反共、反人民的小小讲坛外，一事无成。有时也提出一些事关青海

经济、社会等项事业的议案、提案，但由于马家政权其政治的反动

性和封建军阀割据的需要，绝不会俯顺舆情，予以容纳。所谓“反

映民意，保护民权”，只不过是一句欺骗人民的口号罢了。

注：由于解放前历史档案散失严重，现存资料中，对青海省参议会第三、四次会议

无更多的记载，故暂不单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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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

1949年9月青海解放，翌年元月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此后，

即遵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有关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省、

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精神，积极筹备召开省各族各界

代表会议。到1954年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共举行一届二

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圆满实现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各项任

务，对搞好本省解放初期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民族工作发挥了

重要作用。

第 一 次 会议

1950年9月1 2日，省人民政府举行第十八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

了赵寿山主席作的《关于召开省首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的意见》。

“意见”对会议召开的时I"4、任务、议程等事项做了安排和说

明。

10月18日-----20日，省首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在西宁隆重召开，代

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到会代表35 1名(应到3865)。会议审议通

过了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作的《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九个月来工

作报告与今后工作意见》等项报告；会议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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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致敬电；会议对剿匪有功的各族人民自卫队和千户颁发了奖旗；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青海省各族各界追悼革命烈士大会”；会议通

过了告全省各族各界同胞书，号召各族人民努力发展生产，巩固人

民民主专政，把青海建成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友爱的大家庭。会

议最后选举产生了省人民政府和省协商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副主席。

省人民政府主 席：赵寿山

副主席：张仲良、廖汉生(土家族)、喜饶嘉措(藏族)、

马辅臣(回族)

委 员：久美(藏族)、王尚荣、王志匀、扎 喜

(后改名扎喜旺徐，藏族)、周仁山、计晋美、

(藏族)、马乐天(回族)、马文鼎(回族)、

马兴泰(回族)、松布(土族)、

索诺木达布(蒙古族)、张国声、陈思恭、

傅子和、黄文源(蒙古族)、然络(藏族)、

华宝藏(藏族)、贺炳炎、杨希尧、

赵锦峰、赵全壁、刘呈德、冀春光、

薛克明、薛宏福、韩梅亭(撒拉族)、

谢高峰、魏敷滋。

省协商委员会主 席：张仲良

副主席：扎 喜(藏族)、马 良(回族)

委 员：48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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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会议

195 1年9月16日～23日，青海省首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第二次

会议在西宁召开。这次会议为吸收一年来在各方面涌现出的先进模

范人物，代表名额比上次会议增加了55名。会议撤销了韩子璋、马寿

昌的代表资格，实到代表383名。会议审议批准了赵寿山主席作的

《关于一年来省人民政府工作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张仲良副主席

作的《关于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及财政工作等项报告。会议通过

了今后工作的决议，要求：在农业区，继续做好土地改革、减租、

反霸工作；在牧业区，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会议号召金省各族

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发展生产和做好各项工作，用实际行动支援抗

美援朝的伟大斗争。

这次会议还发表了给昂拉千户项谦的公开信，揭露其叛乱活动

的罪恶事实，劝其悔过，决然与匪特脱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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