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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志》(以下简称裹城县人大志)业已修竣，

出版问世。这是我县史志园地绽放的又一枝新葩，它的出版发行，填

补了襄城县人大史籍的空白o
一

《襄城县人大志》以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决定权：监督权、任

免权为主线，记述了襄城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中共襄城县委的领导

下，行使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实践和组织形式的沿革状况，实事求是
一

地反映县人大制度的建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全貌。是一部体例完

备，分类合理，资料翔实，叙述得体，条分缕析，行文晓畅，可信程度
●

高，可读性较强的地方人大文献o
●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政治体制一直是以人治人。中华人民共
●

●

和国成立以后，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随着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日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认为，编纂《襄城
． j ’

。

县人大志》确实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它将会起到以下的几点作用：

一、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学习、研究、宣传有推动和促进作用；二、

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搞好人大工作，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三、对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提高干部素质，熟悉人大工作，坚定爱岗敬

业，致力本职工作有培训启发作用；四、对加强兄弟县(市、区)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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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取长补短，共同探讨人大工作新路子有信息交流作用；五、对研

究县志、考察县情有补充细化的作用；六、对广大干部群众具体认识

人大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关心支持人大工作有舆论导向作

用。

历史在前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襄城县

人大志》是历史的记载，向人民负责，受实践检验，供后人借鉴。

《襄城县人大志》的编纂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建设工程。它的成

书，除编辑领导组组成人员及曾在县人大任职领导的重视和关怀外，

还得到了襄城县委、“一府两院"和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各科、委、办、各

乡(镇)人大主席团的密切配合与大力支持。值此成书之际，谨对为

编纂工作做过贡献的所有同志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襄城县人大志》的编纂，历经艰辛，克服了资料不足，缺乏经验

等困难：特别是编辑组的顾问、主编、编辑、工作人员，始终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认真负责，积极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撰写出近30

万字的初稿，后经反复评审和修改，终成此书。但由于我们水平有

限，局限性大，书中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各级领导、法律专家、方

志学家和方志工作者、从事人大工作的同事及所有关心人大工作的

同志们批评指正o’

襄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常书宪，



凡例

凡 例

一、《襄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以宪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以及有关法律、法

规为准绳，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及方

法，集中反映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二、本志上限起于1947年，下限断至1999年底，部分内容延至

本志定稿。

三、本志重点记述襄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中国

r 共产党的领导下，行使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实践活动和组织形式沿

革状况，实事求是地展现襄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发展和不

断完善的全貌。

四、历史在不断发展，法律规定在不断完善，对问题的表述本着

尊重历史、恪守法律、客观反映的原则进行，自然带有明显的历史阶

段性o

五、本志采用章、节形式，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章分类、以类系

事。全志设12章43节。“概述"、“大事记”冠于卷首，“附录”列于卷

末。以信而有征之资料为依据，秉求实存真精神进行编纂，力求达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六、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相结合之体例。图、表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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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章节，力求条贯分明；本志除引文外，撰文均用记叙体、语体文。

七、“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间采编年与记事本末相结合体例。

凡月、日不详者，分别列在“是年99、66是月”的年底、月末。凡在编章有

记载者，从简记述，减少重复。

八、本志“人物"章，循生不立传惯例，对县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

以上职务者，列入简介一节(以出生年月为序)，简述其生平及在人大

工作的主要事迹；人大机关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和曾在人大工作过

的人员列入名录o ’

九、本志书中涉及文字较多的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而后采

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

方人民代表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简地“地方组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简称

“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法”，简称“代表法”；“襄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

称“县人大常委会”；“襄城县人民政府、襄城县人民法院、襄城县人民

检察院"，简称“县政府、县法院、县检察院”，又合称“一府两院”；“中

国共产党襄城县委员会"，简称“中共襄城县委"等。凡涉及地名，依

襄城县政府所确定的标准地名为准。

十、本志所用的资料来源于本机关档案资料以及县档案馆有关

档案、新编《襄城县志》、有关专著和口碑资料，成书时一般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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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襄城县位于河南省中部，伏牛山脉东端，黄淮平原西缘。东径113。22’——113。45’，北

纬33。42’"-'-'---34。02’。东与临颍、郾城县交界，西同郏县毗邻，南和舞阳、叶县、平顶山市郊

区接壤，北连禹州市、许昌县，县境东西长约41公里，南北宽近3l公里，面积897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82．5万亩。

襄城县历史悠久。远在四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在这块气候温和、肥沃的土地上渔猎农耕，

繁衍生息。春秋时称“邑”、“城”，属郑国。楚灵王元年(公元前540年)，在汜之西北里许筑

新城，因周襄王避难曾居，故易名“襄城”，属楚。战国时期，隶属秦、楚、韩、魏，归属不定。秦

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设襄城县。王莽新政时更名“相城”，东汉初恢复襄城原名。三国、

两晋、五代时襄城为郡、州治所。后隶属多变，1947年襄城解放，属豫西第五行政区；1949年

归许昌行政区；1986年划为平顶山市辖县，1997年又整建制划归许昌市管辖。全县划分16

个乡(镇)434个行政村(95)。1999年末全县总人口785276人，汉族占总人口的97．8％，

回、藏、满、蒙、维吾尔等10个兄弟民族占2．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成果

和历史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政权建设中创造的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权组织

形式。

综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襄城县的建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史，可分为以下几个阶

段。1949年10月，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的脚步，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规定，襄城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胜利召开。它虽是代行地

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形式，但在实质上掀开了襄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崭新的篇章。从

此，人民真正走上了当家作主的政治舞台。1954年5月，在广大人民群众认真学习贯彻第

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的热潮中，襄城县首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结束了襄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行使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职能的历史使命，标志着襄城县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新阶段。1966年6月，正当襄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逐步发展完

善的时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自此，社会主义民主与

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襄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止，由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所取代。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襄城县人

民代表大会又迎来了英姿勃发的春天。1981年，襄城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

开，同时襄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诞生。冬去春来，襄城县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中共襄城县委的正确领导下，积

极工作，开拓进取，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同时也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逐步完善。

选举制度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襄城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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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选举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根据《共同纲领》、《宪法》规定，1954年前，襄城

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选举采取直接选举、间接选举、推荐和特邀四种形式产生。1954

年至1963年，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后改为由选民直

接差额选举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数十年来，襄城县人

大代表的产生和选举工作不断完善，尤其是注重代表素质的提高，逐步优化了代表的群体结

构。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人大代表行使职权的重要形式。开好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对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1949年10月至1953年12月，襄城县共召开7届12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依法选举产生了历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和出席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为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出谋划策，

提出意见，这不仅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也使全县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954年

至1966年，襄城县共举行4届9次人民代表大会。听取审议了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财

政预决算报告、法院工作报告及有关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人民委员会委员、县长、副县长、

法院院长，选举产生了出席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7年，县贫下中农协会、总工会、

“红卫兵”组织同时召开代表会议，以大联合的形式，协商推选了襄城县革命委员会委员、主

任、副主任，组成襄城县革命委员会。1978年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由全体委员和各公社代表

参加的大会，选举出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此视为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襄城县

人民代表大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符合宪法、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工作程

序和议事规则。尤其是通过选举产生本级国家机关组成人员和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讨论决定本行政区重大事项。对本行政区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权。使人

民代表大会会议越来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瞩目。 ，

根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

下简称地方组织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按照

1954年宪法规定，人民委员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同时行使权力机关的职权。

1967年，襄城县革命委员会，取代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职权。1975年修改宪法规定。县革

命委员会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止，其人大常设机构亦名

不符实。1978、1979年修改宪法规定，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与执行机关分开，人民代表大会设

常务委员会。自此，县革命委员会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进行筹备工作。1981年襄城县第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始设常务委员会至1999年共召开常委会议177次，以其特有的法律地

位、组织原则、职权范围、工作方法，发挥了其他国家机关不可替代的作用。

讨论决定本行政区重大事项，是《共同纲领》、《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于各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1949年以来，襄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历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对

本行政区的重大问题作出决议、决定共200项(县历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26项，县人民代表

大会143项，常务委员会31项)。在实践中，襄城县人大及其常委会从全面履行《地方组织

法》确定的职权，积极努力把党的意图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和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并注意从工作连续性的角度出发，认真把握决议、决定形成过程、内容、法律效力、实践与操

作等各个环节，取得显著成效。诸如审议批准“七五”、“八五”、“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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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纲要，作出《关于深入开展“科技兴襄”活动》、《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关于在全县公民

中普及法律常识>、《关于在全县实行部门执法责任制》等决议，不仅有力地推进了“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国方略在本行政区域的逐步落实，而且全县民主政治建设得

到加强，并保障和推进了襄城县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持续稳定的提高。

宪法规定，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它

监督。历年来，除人大会议监督外，在闭会期间，县人大常委会认真履行职权，使会议监督和

日常监督有机结合。人大常委会会议、主任会议听取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形成制度，并

通过视察、调查、执法检查、民主评议、受理人民群众申诉、控告、来信来访等形式，进一步强

化了监督工作，依法纠正和解决一些违法案件和违法行为。

依法选举、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随着

人大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事任免工作日趋完善，尤其是顺应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

使党委推荐领导干部和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任免权更加协调一致。工作中，襄城县人

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党管干部德才兼备的原则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以下简

称四化)方针，依法选举国家机关组成人员367人次，依法任免国家机关组成人员917人次。

并通过任前认真考察和任后依法监督，使人事任免工作更加完善。

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经常性工作。1981年开

始，襄城县人大常委会作为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

报告工作。大会闭会期间，为本级人大代表日常活动提供服务。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以代表

的El常活动为基础，以联系代表和联系群众为依托，并且直接受他们监督。在历年的实际工

作中，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改进，联系代表工作逐步形成了完整的联络组织体系，建立和健全

了各项制度以及多种多样的联系形式，从而为代表履行职权服务、为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服

务创造了条件，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地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职能、推进社会主

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提高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业务素

质，是做好人大工作的保证。襄城县历届人大常委会都十分重视此项工作，并根据形势发

展，结合本地实际，经常组织人大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邓小平理论和

法律、法规及业务知识，使人大机关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改善办

公条件，努力把人大常委会建设成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勤政为民、民主高效的地方国

家权力机关，至1999年末，襄城县人大常委会共设一室、二科、五个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

44人(不包括离退休人员)。襄城县人大常委会机关设中共党支部2个，党员50人(含离退

休人员)。历年来，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尽职尽责，勤奋工

作，为本县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基层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与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权力机关。并且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最直接、最密切

的联系。数十年来，襄城县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断加强对乡镇人大工作的指导与法律监督，在

其组织不断健全和完善的基础上，通过为乡镇人大提供学习资料、活动指导、知情知政信息

等多层次服务，以及召开县乡人大工作联系会、研讨会、培训会等形式，指导乡镇人大工作开

展，有力地推动了襄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全县16个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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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换届选举、制度沿革等方面大致相同，但其地理位置、地貌、活动情况等不尽一致，故将每

个乡镇以概况的形式分别予以记述。

回顾过去，襄城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有成绩，也有不足。展

望未来。相信襄城县人大常委会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襄城县的人大工作

推向更新阶段，为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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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中华民国

民国36年(公元1947年)

12月12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赓兵团牛子龙、殷秀成部攻克襄城，襄城解放。

民国37年(公元1948年)

1月 中共襄城县委员会、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李瑞堂任县委书记、王彬任政府县长。

民国38年(公元1949年)

4月10日 襄城县第一次农民代表会在县城召开。成立了县农民协会。

7月5日 城关镇首届工人代表会召开。

7月20日 襄城县人民民主政府更名为襄城县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

10月1日 县、区人民政府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16日 襄城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首先庆祝新中国的诞

生，其次听取县政府解放以来的施政报告。

12月16日至19日 襄城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听取了县政

府的工作报告；通过土地改革，清匪肃特、安定民生，生产备荒3个决议。选举产生襄城县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1人、副主席2人、委员11人。

1950年

2月23日至25日 襄城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听取讨论县政

府的工作报告、县委的建议；并作出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决议；选举出席省首届一次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代表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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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至17日 襄城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听取、讨论县

政府的工作报告、县委的建议；并通过了襄城县农业税负担办法。

10月24日至26日 襄城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听取了县委、

县政府的工作报告；通过秋征、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等项决议。

1951年

2月13日至15日 襄城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听取了县政府

的工作报告，并做出《关于恢复发展牧副业生产的决议》；并增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

员会委员7人。

5月21日至25日 襄城县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国家民

政部优抚司、中南地区民政部、省民政厅、许昌专区民政局领导莅临大会祝贺，省民政厅厅长

欧阳景荣致贺词。会议听取县政府工作报告和县委的建议；并作出《关于今后工作方针与任

务的决议》；选举出县长和政府委员16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2人、

委员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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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至18日 襄城县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听

取、审议通过了县政府的工作报告。 ‘一⋯。

11月21日至26日 襄城县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

听取、审议通过了县政府的工作报告。 。．。一：．’⋯1一 ‘一

是年乾明寺禅慧法师与县铁工厂发生纠纷，他致信中国佛教协会，班禅阿尔德尼会长

将信批转河南办理，省公安厅、地区公安处派人来襄催办。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认真进行研究，由副主席张云彤亲自办理此事。经过妥善处理，使矛盾得到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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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至14日 襄城县第七届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听取、

审议了县政府、县委的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决议。

4月12日凌晨县境内普降严霜，全县75万亩夏粮作物有58．6万亩受灾。灾后，县

内粮商囤积居奇，漯河、周口粮商贩粮到此高价倒卖，导致社会浮动、人心不稳。针对此情，

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对市场进行调查，提出保证粮食供应、稳定市

场的建议。县人民政府据此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并组织商业、粮食部门从四川、内蒙、黑

龙江等地购回大批粮食，低价敞开供应。从而稳定了粮价，使灾民得以安居生产t，渡过灾荒。

7月25日至28日 襄城县第七届第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听取、

审议、通过了县政府的工作报告。

12月2日至5日 襄城县第七届第六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听取、审

议了县政府、县委的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决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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