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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在保康县人大常委会23周年华诞之际，《保康县人大志》适时与广大读者

见面了。这不仅是全体人大代表对保康这片热土真诚的奉献，也是保康人大史

上一项重大成果，更是保康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件可贺的盛事o ，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革命政权建设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浴血奋

斗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回顾54年来人大制度建设的

风雨历程，前31年探索、徘徊、坎坷，后23年开拓、发展、跨越。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作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54年的实践证明，这一根本政治制

度，能够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集中人民的意志，使人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

权力。历史已经并将继续昭示人们，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一步发挥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富强、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必由之路o ．

自1981年1月起，县人大常委会已走过23个春秋，先后产生了九至十四届

共六届常委会。23年来，县人大常委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围绕全县

工作的中心，认真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决定权、监督权和人事任免权，在县级

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动员和组织全县人大代表认真履行职责，集中和依靠全县人民的智慧和力

量，为推进实现“三龙"(木龙、水龙、石龙)、“四县"(矿化大县、水电强县、特产名
’

县、旅游热县)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了“参加主政、法律监督、示范辐射"作

用o
’

，

。

23年来人大工作在探索尝试中不断发展，无论是行使职权的范围、方式，还

是履行职责的途径和作用发挥的影响力，都有了较大拓展。通过听取和审议

“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和视察、受理申诉控告、督办议案建议、组

织代表评议、审查规范性文件、发出监督意见书、实施个案监督、推行执法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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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特定问题调查等活动，扎实履行了县级国家权力机关“维护宪法权威、推进

民主政治、科学决策大事、开展选举任免、依法实施监督、保障人民利益"的职

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人大自身建设和机关建设不断得到加强，机关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现在呈

现在人们面前的已是“组织机构健全、制度建设完善、办公设施一流、工作运作

规范”的机关新貌o

《保康县人大志》集中展示了在中共保康县委的领导下，县人大及其常委会

发展壮大的历程和辉煌成就，热情颂扬了人大代表为保康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建设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客观地反映了保康县人大23年的发展史。

本志书很值得一读。她将激励全体人大代表和从事人大工作的同志，面对新的

机遇和挑战，与时俱进，勇于实践，努力谱写人大工作的新篇章o

“人民赋予人大以权力，人大以实现人民权力为己任。"展望未来，使命神

圣，大有作为。让我们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积极推进依法治县进程，不断改进和加强决定、监督等各项工作，不辱使

命，振奋精神，扎实工作，努力开创人大工作的新局面，为实现保康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保康县委书记

2003年9月

冢芳俘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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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弹指一挥间，保康县人大常委会已走过23年的光辉历程o 23年来，县人大

工作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取得了显著成就，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为今后人大工作的发展夯实了基础。经过一年多的辛勤耕耘，《保康县人大志》

问世了，这是保康县第一部人大工作的专业志，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了解现

状，承前启后，开拓未来o

《保康县人大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

记述保康县解放后，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本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以述、记、志、图、表、传、

录的形式，主要记述人民履行当家作主的神圣权利，依法管理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事务的历史业绩。它为我们研究和总结保康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委会的工作，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地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职权，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o
’

．从本志中可以看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

形式，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不断总结、不断完善的过程，也走过了艰难曲折的

道路。保康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历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革

命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同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国以来的历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o 54年来，保

康县人民代表大会为基层政权建设和国民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特别是设立县人大常委会以来，人大工作不断得到加强，为保证人民当

家作主，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o

“修志之举，旨在资治。”《保康县人大志》的编纂出版，为保康县从事人大工

作的同志和关心人大建设的干部群众提供了一份比较系统的史料。本书既是

一部全面系统、特色鲜明的人大志书，又是一本存史、资政、惠人的专业性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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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值得一读。这样的志书，对于了解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历史，研究和总结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经验，广泛开展法制教育，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无疑会发挥长期效益。“以志为镜"，使人们深深

体会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来之不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来之不

易，激励后人以史为鉴谋发展，与时俱进创辉煌。

在编纂《保康县人大志书》过程中，蒙省、市人大常委会，保康县委及其有关

部门领导、专家、学者的指导和支持。特别是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关广富

为本志题词，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伍荣显为本志题写书名，指导本志编纂工作，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并向付出艰辛劳动的全体编纂人员致以谢意。

特志数言为序。

保康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侮零考
2003年9月



凡 例 5

凡 例

一、本志主要记述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建立和发展，人民代表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管

理国家大事的史实o

．二、体裁由述、记、志、表、传、图、录组成。文体以语体文记述为主o

三、年代断限，上限自1950年3月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始(大事记上溯至1948年)，

下限至2003年11月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休会口

四、纪年表述，除附录外，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五、志中所称“建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解放”指195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

保康全境；单位名称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括注后使用简称，如：“省”，指湖北省；“地区”，指

襄阳地区；“市”，指襄樊市；县，指保康县；“常委会”；指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例会”，

指县人大常委会定期召开的会议；“一府两院”，指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

六、志中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文件选辑中为保持历史的原貌，故保留当时的计量单位。

七、人志资料，主要来自县档案馆、县史志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和口碑等。如有

特殊情况，注明出处或注解。

八、本志“文件选辑”中，文件选辑时，在文字上稍作了些必要的修订。

九、志中有关数据，以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资料、市县档案馆资料、县统计局资料和乡镇

人大上报资料为准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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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保康县地处鄂西北，隶属襄樊市，是湖北省的全山区县之一。

明弘治十一年(1498)析房县东境宜阳、修文二里置保康县，县治设潭头坪(今城关镇)，

迄今(2003)505年。总面积3225平方公里，地跨东经110。45’·111。33’，北纬31021’～32。06’。

南北长约82．5公里，东西宽68．5公里。东邻南漳，北界谷城，南与兴山、宜昌、远安相连，西

与房县、神农架接壤。2003年，全县辖1个乡lO个镇266个村(含社区)，总人El 27．55万，多

为汉族。

境内山多地少，习称“八山一水一分田”。荆山主脉自西南折北向东横贯中部，绵亘全

县，有名的大山头14座，较大河流3条。地形复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蕴藏着丰富的水能、

矿产、林特和旅游资源，为全国100个电气化县和八大磷矿区之一。被誉为野生“腊梅王国、

牡丹故乡”。

1950年1月，保康县全境解放后，经过50多年的艰苦创业，全县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民群众正告别贫困，迈向小康，“保康”这个保康人世世代代向往的美好愿望，正一步步地

变为现实。2003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3．7亿元，财政收入1．09亿元，农民人均纯收人

达到1802元。一个社会进步、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改善的新保康正向人

们走来。 ·

保康人民具有反帝反封建、争民主争自由的光荣传统，经过长期奋斗，终于取得胜利，翻

身解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标志着人民当家作主愿望的真正实现。

据史料记载，辛亥革命(1911)推翻帝制后，民国2年(1913)，县成立议会。民国4年，袁

世凯复辟称帝后，议会被解散。民国14年，遵奉北京政府(北洋政府)政令，恢复议会。民国

15年，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北伐胜利，县议会再次被解散。民国34年11月，县建立参议

会。至民国37年5月，开过6次县参议会，选举产生正副议长。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保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1931年4

月，工农红军第三军转战鄂西北，贺龙率部三次亲临保康，两次攻占县城，在境内开展游击活

动达半年之久，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29处。抗日战争时期，保康先后建立抗日宣传队、抗

敌后援队、动员委员会，在南宜保中心县委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解放战

争时期，桐柏第三军分区八六团攻占马良坪，夺取县城，使保康部分地区获得解放。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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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汉南工委机关和部分武装人员，由南漳来到保康黄化区开展工作，10月，分别建立保

康、南保兴宜两个县委和县爱国民主政府o 1949年4月，南保兴宜县撤销，重阳、马良、店垭

等地划归保康。保康人民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八五团、独七团和地方革命武装作战，连续取

得东四保、官帽山、九路寨、阳岩河战斗的胜利，1950年1月解放保康全境o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确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o 1950年3月，保康县召开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设立常务委员会。县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至1952年5月，先后召开7次会议，在动员全县人民完成

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为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基础o

1954年3月，保康县开始进行普选试点，由选民直接选举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到月

末，全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结束。接着分别召开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席县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7月，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

为基础的政权制度在保康大地的全面确立o ，

1956年1月，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宪法规定，民主选举县人民委员会

县长、副县长、委员和县人民法院院长o
‘ ’

‘

自i954年7月至1966年1月，一至六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先后召开7次会议。会议听取

和审查县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财政预算报告和法院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决议。

选举县人民委员会县长、副县长、委员和县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

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o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未能如期召开，县人民代表大

会的活动被迫停止o 1968年1月，召开各界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未按

法定程序选举，而是从“群众组织”中推举产生的，具有一定的派性，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成立

县革命委员会。革委会统揽党政大权，取代了县人民委员会。为了历史的衔接，县革委会作

为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记载人册。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o 1978年5月，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召开，民主选举县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选举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县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改间接选举为直接选举，改等额选举为差额选举，并设立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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