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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民代表大会

依照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韶关市于1954年7

月，召开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此以前是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自

1981年7月开始，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常务委员会，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

从此，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机关”的职能日益强化与完善。

第一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根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章程)规定，从1950年2月至1953年12月，韶关市

(镇)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共举行6届9次会议。

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韶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0年2月举行。到会代表108人。市长曾

东在会上作<韶关市人民政府三个月来的工作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市政

报告的决议和进一步加强治安、巩固革命秩序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伍晋南，副主席曾东，秘书长郑彦文。委员共有15人。 !：

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韶关镇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0年6月25日至28日举行(时韶关城区已

撤市建镇，归曲江县管辖，代表会议的届数仍沿市的届数计算)，到会代表126人。镇

长曾东作《五个月来的工作与1950年下半年工作任务>的报告；公安处长李北淮作

<五个月来公安情况与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收到代表提案137件。

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韶关镇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0年12月10日至13日同曲江县第二届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合并举行，到会代表271人，其中镇代表166人。专员何俊才作目前形

势的报告；副县长曾东作<关于半年来县和镇工作情况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县长

黄桐华作<为胜利完成曲江土改而奋斗>的报告；公安局长肖怀义作<关于肃清匪特防

袭防钻搞好治安>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半年来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任务的决议：关于

“三拥”、“三视”的决议；关于公安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发动民工募集款项修筑公路

的决议；为胜利完成全县土改而奋斗告各界人民书。会议选举产生了韶关镇第三届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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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和曲江县第二届协商委员会，委员各17人。

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韶关市(1951年6月恢复韶关市建制)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从1951年6月

27日至1952年5月26日，共召开两次会议。

四届一次会议。于1951年6月27日至7月2日举行，本届代表有163人。市长曾

东作过去工作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市委宣传部长郑彦文作过去八个月来抗美援朝运

动及今后半年计划的报告；专署公安处长李北淮、市公安局长肖怀义分别作镇反方针的

报告和清案经过的报告；地委副书记张根生到会讲话。会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全市

人民爱国公约、致毛主席电。选举产生了本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会议收到

代表提案1149件，经整理合并为314件。

四届二次会议。于1951年10月29日至31日举行，与会代表129人。专员李文华

到会讲话；市长曾东作四个月来抗美援朝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市委宣传部长郑彦文

作贯彻民主改革的报告；地委宣传部长金阳作目前形势的报告；市公安局长田军作公安

工作报告。会议收到代表提案176件。

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韶关市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从1952年5月27日至1953年12月7日，共召

开三次会议。

五届一次会议。1952年5月27日至28日举行。本届代表196人，全部到会。副市

长曾东作关于开展本市“五反”运动的报告和关于韶关市今后中心工作的报告。会议收

到代表提案253件。

五届二次会议。1952年8月25日至27日举行。到会代表124人。专员李文华到会

讲话；市委书记刘化鹏作关于大力支援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报告；市长黄柏作关于当前

市政三项工作任务的报告，关于活跃城乡经济和开展全市爱国卫生运动的报告；副市长

曾东作总结发言。会议通过了关于大力支援土地改革运动的决议，关于目前三项市政工

作的决议，关于活跃城乡经济和开展全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决议。会议选举产生韶关市支

援土改委员会；补选市协商委员会委员。会议收到代表提案162件，整理合并为81件。

五届三次会议。1953年1月6日至9日举行。到会代表133人。副市长曾东作1952

年工作报告；市长黄柏作1953年春季的几项中心工作的报告；公安局长张学奎作关于

整警建警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去年工作报告和今年春季中心工作的决议；给中国

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及本市妇女的慰问信。补选了市协商委员会委员。会议收到代

表提案160件，整理合并为115件。．

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韶关市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3年12月8日至10日举行。本届代表132

人，到会代表117人。市长黄柏作关于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报告；市委

副书记李维作关于当前粮食工作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

和总任务及当前粮食工作问题的决议。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协商委员会。会议收到代表

提案147件，整理合并为14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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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

韶关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于1954年7月正式实行。从1954年7月市首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到1987年底，共召开了七届17次会议。其中，。文化大革命”

期间，市人民代表大会中断召开，至1981年7月才恢复。

一、代表的选举

第一届选举 1954年2月23日至4月30日举行。市成立选举委员会和普选法庭。

时全市(今市区)有常住人口71746人，选民42453人，占总人I=l的59．17％；被剥夺

选举权、暂停行使选举权及无法行使选举权的有878人，占总人口的1．22％。全市分4

个选区，参选人数40008人，占选民总数的94．3％。代表名额121人．以无记名投票表

决的方式(下同)选出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20人。

第二届选举 1956年9月1日至10月4日举行。市成立选举委员会和普选法庭。

时全市有常住人口77922人，选民45437人，占总人口的58．3l％。被剥夺选举权、暂

停行使选举权和无法行使选举权的有555人，占总人口的O．7l％。全市分6个选区。参

选人数43423人，占选民总数95．57％。代表名额145人，实际选出121人。

第三届选举 1958年4月至5月举行。市成立选举委员会。时全市有常住人口

91588人，选民51650人，占总人口的56．39％，被剥夺选举权、暂停行使选举权和无法

行使选举权的有517人，占总人I=l的0．56％。全市分11个选区，参选人数50792人。

占选民总数的98．34％。代表名额121人，实际选出120人。

第四届选举 1960年6月至8月举行。市成立选举委员会。时全市有常住人口

353746人(含乳源、仁化两县，曲江并人市郊区)，选民202021人，占总人口的

57．11％。被剥夺选举权和暂停行使选举权的有8587人，占总人口的2．43％。全市分25

个选区，参选人数196704人，占选民总数的97．37％。代表名额132人，选出代表132人。

第五届选举 1963年5月7日至28日举行。时全市有常住人I=l 125964人(乳源、

仁化已恢复原建制)，选民62551人，占总人口的49．66％；被剥夺选举权、暂停行使选

举权和元法行使选举权的有1271人，占总人口的1．Ol％。全市分16个选区，参选人数

61768人，占选民总数的98．74％。代表名额171人，选出代表171人。

第六届选举 1980年lO月至1981年1月10日举行。市成立选举委员会。时全市

有常住人I=1 373121人，选民214070人，占总人I=I的57．37％；被剥夺选举权、暂停行使

选举权和无法行使选举权的有1067人，占总人口的0．29％。全区分149个选区．参选

人数204502人，占选民总数95．92％。代表名额476人．实际选出472人。



·1626· 卷十四人大政府政协

第七届选举 1983年9月1日至12月8日举行。由于地市合并，实行市管县体制，

按选举法规定，采取间接选举，全市划分为13个选区。代表名额470人，实际选出469

人。

韶关市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结构一览表

表14一l一1

趑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屠 第四届 第五届 第六届 第七届

代表总人数 120 121 I加 132 17l 472 469

男性 96 92 88 99 120 367 3165

女性 24 29 32 33 51 105 104

50岁以上 3 215 166

35岁以上 30 2：：7 2二晒

35岁以下 87 30 77

大专高中中专 192 245

初中小学文盲 2s3 2：W

中共党员 53 46 66 82 97 317 302

共青团员 16 5 3 6

模范人物 45 25 202

民主人士 3l 19 5 ll 37

工人劳动者 l∞ 39 56 114 65 7l 169

机关人员 29 22 33 267 141

科技人员 2 2 4 5 6

工商界 13 7 5 8

文教卫生界 14 12 6 13 95 57

军 警 3 3 6 12 8

合作社员 I 7

归 侨 3 5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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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数
琴念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第六届 第七届

台 胞 2 3

宗教界 l 2 l

渔船民 5

烈军属 2

知识分子 107 114

少数民族 5 19

其 它 20 21 50 2 17 29 22

二、代表大会简况

(一l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一

1954年7月3日至1956年11月18日，韶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共召开3次会

议。

一届一次会议。1954年7月3日至lO日在市区举行。本届代表120人，到会代表

107人，列席代表47人。大会由主席团主席郑长勤致开幕词；中共粤北区党委书记习

从真作讲话；中共粤北区党委第三书记张根生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传

达报告；副市长何英作<韶关市四年来施政工作报告>；市长郭敏作‘韶关市1954年下

半年工作任务报告>；提案审查委员会副主任许克作提案整理经过的报告；主席团成员

石维太作关于选举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报告；主席团主席杜清岩致闭幕词。大会通过

了关于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和韶关市1954年下半年工作任务的决议。

大会选举文敏生、张根生、杜清岩、谭彤、罗浚、罗潜、沈育民、古师勋、关崇振、温

有胜为韶关市出席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收到代表提案1149件，整理

为445件。

一届二次会议。1955年5月27日至31日举行。到会代表107人。副市长何英作韶

关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法院院长齐云亭作韶关市人民法院1954年工作报告。大会通

过了关于贯彻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精神的决议；关于批准韶关市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批准韶关市人民法院1954年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严厉镇

压反革命及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的决议。大会选举郑长勤为市长，何英、祁秀扬、关崇

振、唐庚为副市长，古师勋、李宝钟、李仁溥、杜清岩、岑卓民、沈秉强、胡学礼、陈

湘、麦永坚、张广德、庄静、彭子美、齐云亭、潘元胜、骆炳雄、苏招莲、卢启泰、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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