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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政权政协．

第一章县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代表

代表产生

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人大代表”)的任期，在第十二届(1993年)以前任

期3年，从第十二届以后改为5年。县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1993年以后，在每届人大代表任期届满前两个月，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

简称“县人大常委会”)要成立县选举委员会。县选举委员会在县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组织

领导换届选举工作，确定换届选举时间和制定选举工作方案，培训选举工作人员，开展选举

宣传工作，确定和分配代表名额。县级人大代表的名额由省人大常委会确定，每个县的代表

基数为120名，然后按每5000人121增加一名代表。1993年锦屏县按20万人口计，增加代表40

名。同时因锦屏是少数民族聚居县，另增加5％的名额(8名)，锦屏县此届人大代表计168

名。代表名额分配按相对平等的原则分配，即按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比一的原则

分配，预留一定名额作机动数，用以安排下选代表。确定和分配代表名额后划分选区。选区

的大小，按每一选区选1～3名代表划分。在分配代表名额的同时，进行选民登记和公布，提

出代表候选人。分配代表名额时，要尽量满足上级党委和人大常委会对代表构成的要求，确

保妇女代表不少于20％，中共党员代表不得超过代表总数65％，非党员代表不得低于代表总

数的35％。代表候选人由各党派、各人民团体联合或单独提名，选民10人以上也可以联合提

名。在各选区中酝酿、协商和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按照正式代表候选人多于应选代表三分

之一至一倍的差额比例，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要在选区中介绍代表候选人，由选民对

候选人进行选举。选举以选区为单位进行。实行差额选举，参加选举的选民超过选民总数的

半数选举方有效，候选人得赞成票超过参选选民的半数方算当选。外出选民可以委托他人

投票，但每一选民接受委托不能超过3人。选举时一般要开会集中投票。选民居住分散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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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方便选民投票，可设流动票箱。选民投票结束后，公布选举结果。代表资格由县人大

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审查的内容主要是审查选举程序是否合法。经审查确

认后，公布代表名单，颁发代表证书，新一届人大代表于是产生。

．表9-1
1990～2006年历届县人大代表构成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单位：人

性别 民族 职业 党派 学历
届 分配 选出 一

干部 民主党代表 代表 汉 少数 工人 军 共产 大 大 高 初中
男 女 知识 派和无

别 数 数 民族 农民 人 党员 学 专 中 以下
分子 党派

十一 161 159 134 25 33 126 74 1 84 109 50

十二 165 165 140 25 26 139 80 1 84 127 38

十三 168 167 136 3l 10 157 80 l 86 107 60 2 41 44 80

十四 168 168 127 41 10 158 88 l 79 108 60 11 57 41 59

十五 168 167 127 40 10 157 87 l 79 119 48 50 31 39 47

代表组织

为便于组织代表开展活动，按照“便于组织，便于活动”的原则，每届县人大常委会

均把代表分成若干小组。代表组织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代表小组，一种是专业活动小组。代

表小组基本上是按地域分，各乡镇将就近几个选区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合编成一个代表小

组。一般一个代表小组10人左右。为便于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开展视察和监督，从第十四届

开始成立代表专业活动小组。专业活动小组的代表基本上为在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代

表，组长或活动召集人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或各工作委员会主任担任。第十四届设文教

卫、财经、法制、农业、综合5个专业代表小组。

代表活动

代表活动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活动，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和闭会期间的活

动。十一届以后，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一般有视察、调研、学习培训、

向选民述职、列席会议、评先选优等活动。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

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一般在代表选举单位的行政区域内进行。县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

动，由县人大常委会组织，也可委托乡镇人大主席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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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活动县人大代表视察活动，一般每年一次，每次为期1～5天。以乡镇为单位分

组进行，州、县、乡级代表混合编组一起视察。视察的内容，由县人大常委会根据本县当年

经济社会建设重点和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确定。人大代表视察所需经费依法列入当

年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各视察组视察结束后，要向县人大常委会提交《视察报告》。县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负责将各视察组的视察报告汇总，最后由县人大常委会召开反

馈会，县人民政府有关领导及其有关部门负责人参会听取反馈意见。人大代表可以在视察期

间，根据视察所获信息，提出议案、意见和建议。

代表视察内容根据当时县委的中心工作而定，各年侧重不同。1991年视察内容主要为

工农业生产、学习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精神、代表开展活动等情况；1992年为农业生产、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情况；1993年为工业、农业、林业、教育和反腐倡廉工作；1994年为秋冬种

和社会治安工作；1995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执行、教育、社会治安等工

作情况；1996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财政预算执行、秋冬种、农业增产农民增

收、工业及乡镇企业发展、救灾、木材销售等情况；1997年为贯彻中共十五大精神和财政预

算执行、农林业生产、社会治安、工业企业改革等工作；1999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和财政预算执行、畜牧业、计划生育、企业经济效益、中小学收费等情况；2000年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执行及1998、1999两年农村教育经费附加征收管理和使用、乡

镇基础设施建设、乡镇在西部大开发中采取的措施及存在的问题等；2001年为县乡财政收

支、中小学收费、县政府“十六件实事”落实情况；2002年为县政府“十八件实事”落实、

县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关于八河电站村民集资退股还本的议案》办理情况等；2003年为县

政府“十件实事”落实、县城六街片区开发、排洞新区开发、创建州级文明县城、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情况等；2004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执行、县城小江路等改扩

建、幸福小区开发建设、县城卫生垃圾填埋场建设、农业结构调整、通村公路建设、王家榜

至八受油路建设、计划生育、中小学危房改造、县医院门诊大楼建设情况等；2005年为提高

农村消防寨改补贴标准等议案办理、实施异地扶贫搬迁、农业综合开发、三板溪和卦治电

站建设、大同至敦寨油路建设、寄宿制学校建设和中小学危房改造情况等；2006年为县城规

划实施、县乡公路养护、沼气池建设、新农村示范点建设、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等；

2007。2009年，代表视察内容主要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新农村建设及扶贫整村推进、交通

工作、城乡低保、农村合作医疗、廉租房建设等。

列席县人大常委会会议从2003年起，每次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均邀请3名以上县

人大代表列席，具体列席人员由主任会议根据议题等情况确定。列席会议的人大代表经过

会议主持人允许可以发言，但没有表决权。2003—2009年，列席县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代表计

120余,人次。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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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历次人民代表大会

县人民代表大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会期3～5天。县人大常委会认为必要或者经过

五分之一以上代表提议，可If缶时召集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须有三分之

二以上代表出席始得举行。代表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会前要书面向县人大

常委会请假，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会议的，依法终止其代表资格。每次全体会议举行前，大

会秘书处负责向大会主席团报告代表出席会议情况，代表参加代表团讨论的情况亦要认真登

记，并报告大会主席团。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公开举行，大会全体会议设代表席、列席席，必

要时还设旁听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和代表团分组审议的发言，

由秘书处整理简报印发给与会者。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有免责权，不受法律追究。

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大会主席团、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

院、县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

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代表lO人以上联名，也可向大会提出议案。经议案审查委

员会审查，提出报告，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主席团决定不列人议案的可以作

为代表建议、意见处理。经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经各代表团审议，提请大会

全体会议表决后，交县有关部门实施。有关部门应当在大会闭会后的3个月内，向县人大

常委会提出实施情况报告。

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法院、县检察院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

由各代表团审议，大会秘书处根据代表的审议意见，向主席团提出对工作报告的修改意见，

起草相应的决议草案，由主席团决定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

告、财政预决算报告由各代表团审查，计划财政预算审查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审查的意见，

再度进行审查，向主席团提出审查报告，主席团审议通过后，印发大会全体会议，并将相应

的决议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提出的建议、意见，由县

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代表工作委员会交有关部门处理。有关部门必须在大会闭会后3个

月内办理完毕，最迟不得超过价月，并将办理情况答复代表。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3年，自19脚月至1993年2月，共召开过3次代表会议。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90年4月24。29日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应出

席会议代表159名，实际出席代表155名，因事、因病请假4名。县直机关负责人86人列席。

会议听取和审议县长周文锦作的县政府工作报告、县计划委员会作的锦屏县1989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1990年计划安排的意见的报告、县财政局作的锦屏县1989年财政

决算和1990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作的锦屏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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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法院作的锦屏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县人民检察院作的锦屏县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并分别作出决议批准上述报告。会议认为，三年来县人民政府坚持“一个

中心，两个基本点”，以改革总揽全局，发挥了全县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全县经济

建设的发展．工作效果好，会议表示满意。会议强调，县人民政府要认真落实中共十三届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各项工作，力争紧中求活，稳中

求快，在调整中求发展；要切实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增加农业投入，狠抓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林业管理，坚决制止乱砍滥伐，及时兑现林农造林、抚育的补

助，大力开展护林防火工作；要继续开展“双增双节”运动，深化企业改革，强化企业管

理；大力发展科教文卫事业，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强化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促进全县社会稳定。会议号召全县人民要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在县委领导下努力发

展商品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

会议选举李茂江为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兰端惠、龙泽辉、龙本干

为副主任；选举周文锦为县第十一届人民政府县长，李德根、吴景林、范显清、吴谋高、刘

文祥为副县长；选举龙秀渊为县人民法院院长，蒋成华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于1991年3月20一24日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应

出席会议代表159名，实际出席代表143名。县直机关负责人98人列席。会议听取和审议县

政府工作报告、锦屏县199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1991年计划安排意见的

报告(草案)、锦屏县1990年财政决算和1991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锦屏县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对上述报告分别作出决议，决定批准县政府、县计划委

员会、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5个工作报告，原则同意县财政预决算

(草案)报告和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报告。会议选举出席黔东

南州第九届人大代表18名。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1992年4月1。5日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应出席

会议代表159名，实际出席代表159名，县直机关负责人1 18人列席。会议补选吴景林为锦屏

县人民政府县长。会议共收到代表议案、意见和建议45件，经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大会主

席团审议，列为议案的1件。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5年，自1993年3月至1998年1月，共召开5次代表会议。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93年3月23—26 EI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应出

席会议代表165名，实际出席会议代表155名。县直机关负责人79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县长

吴景林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县计划委员会作的锦屏县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及1993年计划安排意见(草案)、县财政局作的锦屏县199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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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县人大常委会作的锦屏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法院作的

锦屏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县人民检察院作的锦屏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分8个代表

团对上述报告进行审议。通过审议，对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人民法院工作表示满

意，对人民检察院工作表示基本满意。会议决定批准县人民政府、县计划委员会、县人大常

委会、县人民法院和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原则批准县财政预决算工作报告。会议认为，

县人民政府在过去三年中锐意改革，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报告中提出的今后五年任务

指标从锦屏县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会议要求县人民政府要根据会议批准的任务指标狠抓落

实。会议强调，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中心，加大改革力度；要把农业放在首位，争取粮食产

量跃上新台阶；要抓住林业支柱，推动工商业和工业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提高经济效益；要

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市场建设，搞活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改善人民

生活，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和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会议选举龙秀渊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奕衡、王经勇、孙月陧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选举吴景林为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正林、刘文祥、杨大平、冯慧玲、耿生茂为副县长；

选举谢树林为县人民法院院长，单锡忠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共收到代表议案、意见

和建议182件，形成议案1件(即《关于迅速兑现粮挂肥问题的议案》)。，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94年3月22。25日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应出

席会议代表165名，实际出席会议代表161名。县直机关76名负责人列席。会议听取和审议县

人民政府、县人大常委会等6个工作报告。会议收到代表议案、意见和建议108件，经议案审

查委员会审查，大会主席团审议，提交大会通过的议案l件(即《关于强化林政管理，改革

林产品出境办证手续，增加财政收入的议案》)o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1995年3月8—1 1日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应出席

会议代表163名，实际出席会议代表163名。县直机关负责人75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

了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常委会等6个工作报告。会议收到代表议案、意见和建议74件。经议

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大会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大会通过的议案l件(即《关于迅速查处平略

中学1994年11月18日事件的议案》)。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1996年3月26—30日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应出

席会议代表163名，实际出席代表163名。县直机关负责人78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县

长吴景林作的关于锦屏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报告等6个

工作报告。会议选举出席黔东南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上收到代表议案、意见和建

议82件，经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大会主席团决定提交大会通过的议案1件(即《关于强烈

要求政法部门立即查处谢老四等故意杀人案的议案》)。会议选举出席黔东南州第十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19名。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1997年3月1。3日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应出席

会议代表160名，实际出席会议代表160名，县直机关负责人97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

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常委会等6个工作报告。会议收到代表议案15件，意见、建议46件。经



第九篇政权政协 ·755·

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和大会主席团决定，15件议案全部转为意见、建议。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5年，自1998年2月至2003年1月，共召开5次代表大会。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98年2月19。23日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应

出席会议代表167名，实际出席会议代表167名。县直机关负责人89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

和审议了代理县长吴荣阳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县计划经济局作的锦屏县1997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1998年计划安排意见(草案)的报告、县财政局作的锦屏县1997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1998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县人大常委会作的锦屏县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法院作的锦屏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县人民检察院作的锦屏县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分9个代表团对上述报告进行审议，最后分别批准了6个报告。会议

认为，过去五年是锦屏县历史上发展较好的时期。1997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完成18689

万元，比1992年增长54．97％，年均增长10．99％；粮食总产量达57788吨，比1992年增长

29．66％。年均增长5．93％；全县财政总收入由1992年的1318．35万元增加到1997年的2945．8

万元，年均增长24．69％。全县呈现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县人民政府全面贯

彻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精神，认真执行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委会的各项决议，坚持改革开放，团结拼搏、艰苦奋斗，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

的关系，圆满完成了“八五”计划。

会议选举龙秀渊为县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经勇、孙月腥、吴君华、杨正松为

副主任；选举吴荣阳为县第十三届人民政府县长，闵启华、杨大平、顾先球、程安榕为副

县长；选举刘再先为县人民法院院长，龙先榜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收到代表议案27

件，意见、建议118件。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99年3月15。17日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应出

席会议代表165名，实际出席会议代表165名。县直机关单位负责人89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

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常委会等6个工作报告。会议增选文培良为出席黔东南州第十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补选文培良为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收到议

案1件，建议、意见111件。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00年2月22。25日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应出

席会议代表162名，实际出席会议代表162名。省州人大代表和县直机关负责人104人列席会

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常委会等6个工作报告。会议认为，在过去的一年

中，县人民政府按照“稳农兴林夯基础，强工活商促发展，舞活龙头抓支柱，抢抓机遇上台

阶，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思路，较好地完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现了1999

年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会议补选县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2名。收到代表议案、意见和建议107件，经议案审查委员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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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大会主席团审议决定，代表所提议案全部转为意见、建议。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01年3月15。19日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应出

席会议代表162名，实际出席会议代表162名。县直机关负责人98人列席。会议听取和审议县

人民政府、县人大常委会等6个工作报告。会议认为过去五年，县人民政府紧紧围绕“富民

兴锦”大业，解放思想，扩大开放，扎实苦干，较好地完成了“九五”计划。国民经济稳

步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国内生产总值从“八五”期末的23079万元，增加到

2000年的30826万元，年递增6．92％；农村经济全面发展，200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6．65万

吨，年递增4．84％，全县农村人口人均占有粮食349公斤，粮食基本达到自给；固定资产投资

增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5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600万元，比“八五”期末

增长3．17倍，为“九五”的150％；各项改革迈出新步伐，进行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积

极推进住房和保险制度改革。

会议选举出席黔东南州第十一届人代会代表20名，补选王甲鸿为县人民政府县长。会议

收到代表议案23件，意见和建议106件。经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大会主席团审议决定，本

次会议收到的23件议案转为意见和建议。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02年3月16～20 El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

代表159名。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常委会等6个工作报告。会议认为，过去一

年中，锦屏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完成30552万元，增长2．33％；财政收入

完成2813万元，增长5．63％，地方财政收入2311万元，增长6．65％；农民人均纯收入1226元；

人口自然增长率5．77％00会议要求2002年要抢抓西部大开发和三板溪水电站建设机遇，加快

以交通、城镇建设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大扶贫开发

力度；深化企业体制改革，不断壮大工业经济；狠抓财源建设，促进财政金融稳定发展；积

极培育开发生态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旅游业；大力推进科教兴锦，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切

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举全县之力支持三板溪水电站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好维

护社会稳定工作；认真抓好“十八件实事”的落实。

会议补选王经勇为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补选吴高铎为县人民法院院

长。会议收到代表议案23件，意见和建议138件。经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大会主席团审议决

定，提交大会通过作为议案办理1件(即((Y汗At．-I电站林农集资入J嬲恳股还本的议案》)。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锦屏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定任期5年，然省人大常委会要求县、乡两级同步换届，

因此提前一年换届，实际任期4年，即E|2003年2月至2006年10月，共召删C代表大会。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03年2月20。24日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应出

席会议代表168名，实际出席代表168名。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县长王甲鸿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县发展计划局作的锦屏县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03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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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报告、县财政局作的锦屏县200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03年财政预算(草案)报

告、县人大常委会作的锦屏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法院作的锦屏县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县人民检察院作的锦屏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分8个代表团进行审议。会议分别

通过决议批准上述6个报告。会议认为，过去五年，锦屏县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综合实力明

显增强；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加大；以交通、城镇为

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扶贫攻坚取得新成效，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农村、国有

企业等各项改革取得新成绩，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教育科技不断发展，人口得到有效控制；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圆满完成“九五”

计划，“十五”计划开局良好。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和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经勇当选县第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杨绘春、杨大平、顾先球、杨正松、宋家驹、高文辉当选副主任；

王甲鸿当选县第十四届人民政府县长，龙立坤、周川锦、杨云、龙立俊、杨国珍、罗国炳当

选副县长；吴高铎当选县人民法院院长，龙先榜当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收到代表议

案22件，意见和建议25 1件。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2004年2月9—12日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168名

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锦屏县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及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200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04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县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会议收到代表议案13件，意见和建议188件。经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大会

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大会通过的议案2件(《关于将原小乡公路纳入县管养护的议案》和

《关于提高县乡公路养护经费标准的议案》)。会议补选县人大常委会委员1名。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05年1月15～17日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166

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常委会等6个工作报告。会议认为县

人民政府完成了县第十内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所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对“一府两院”(即县

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下同)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会议要求，2005年县

人民政府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三板溪电站和卦治电站建设龙头，加

大“三农”工作力度，加强交通、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经济发展，积极培育旅游产

业，建设黔东水电第一县，着力推进改革开放，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会议收到

代表议案19件，意见和建议191件D经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大会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大会

通过3件议案(《关于要求适当提高农村消防寨改补助标准的议案》、《加大投入，确保寨改

工程落实到位的议案》和《关于启动锦屏民族中学扩容规划建设有关问题的议案》)，其他

16件议案转为意见和建议办理。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06年1月10一13日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有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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