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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由人民依法选出自

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最便于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最便于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管理，

特别是设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后，更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

主这一本质。《东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志》以翔实的史料，反映了东山

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过程。

《东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志》记叙了建国后(1950年至1990年)，

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过渡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过程。1950年

2月，东山区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1954

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

年7月，’东山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东山区的民主政治进入

了新纪元。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弦的干扰、破坏，东山区人民

代表大会停止了活动，至1 980年，东山区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停止

了15年之久。

1980年12月，东山区人民代表大会恢复了活动，并根据1979

年7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设

立了东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自此，东山区的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积极参加选举活动，直接和间接

选举区人民代表、市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受人民的重托，依照法律

规定，参与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管理，在维护

国家宪法、法律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法规的实施，保障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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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人民的权益，维护社会安定，监督推动政府工作，促进东山

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本志书对上述各

方面工作均作了实录。

《东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志》是历史的记述，是严格朴实的资料

文献。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实

事求是的精神，在收集大量的资料基础上整理编纂，对史实作如实

反映，不加分析评论，力求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本质特征，基

本上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这对进一步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由于编写时间短促，人力和水平有限，志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

欢迎有关同志提出批评意见。

虐漠熊
1993年12月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山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历

史和发展状况，编纂的重点是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活动

情况。

三、本志以述(概述)，记(大事记)、志(志书主体)、录(附

录)的形式，并附以图表组成，以志为主体构成。

四、本志以事为经，以时为纬，事以类从，横排纵述，以章、节

排列。

五、本志的上限时间为1950年，即从东山区举行第一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开始，下限时间至1990年，即东山区举行第十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止。

六、本志涉及的会议名称、机关单位和较长的政治术语、法律

名称等一般用简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东

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区人大常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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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地方

组织法》。

七、本志纪年使用公元，数字使用阿拉伯字，大事记采用编年

体，按事件发生时序编记。

八、本志资料，搜集于东山区档案局、东山区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志书概不加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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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行政区域管辖范围的沿革

1949年10月14日广州市解放后，成立了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

会，对广州市实行全面军事管制。10月23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

后，新建立了28个区人民政府。12月4日，大东、东山、前鉴三个

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950年1月起，各区人民政府进行了政权改

革，废除保甲制度，成立街道办事处，作为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

1950年6月，市区作了调整，大东、东山、前鉴三个区合并为大东

区，成立大东区人民政府，区辖内划分为农林、保安、东华东、大

沙头、广九、东华西、大东、东贤里、黄花岗九条行政街。19￡2年

9月，市区又作了调整，大东区改称为东区，区域范围是原大东区全

部，永汉区小部分、白云区小部分。东沿广九铁路、中山公路、沙

河涌；南至珠江；西沿沙河涌及与之相连之东濠涌东岸全线至东濠

涌口；北至粤汉铁路黄埔支线。面积9．96平方公里，人口9．9万

多人。1960年8月，东区改称为东山区。1961年8月10日，根据

广州市人民政府的决定，接管了原越秀区管辖的芳草、大塘、珠光、

永汉南、德政南五条行政街，同时把1960年4月由东山区管辖的沙

河、龙洞、石牌三个农村公社和五山街移交给黄埔区管辖。经过调

整合并后，东山区设立了东湖、农林、黄花岗、大东、芳草、大塘、

永汉南、珠光、德政南、白云、东华西、东华东12条行政街，设立
·1。



了12个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区域范围，西面扩至北京路、文明路、

中山四路、德政北路为界，与越秀区相邻。

1985年11月，根据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发展，人口密度的增

加，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东山区增建了梅花村、华乐、建设三条新

行政街，同时设立街办事处、派出所。自此，东山区辖内共有15条行

政街，设立了15个街道办事处，作为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

1985年5月，广州市人民政府(1985]53号文《关于广州市扩

大市区行政区域的通知》中，扩大了东山区区域范围，划入东山区

的有原属郊区的寺右乡部分、杨箕乡部分、沙东乡部分、西坑乡、登

峰乡小部分。1988年1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19883 54号文，

明确了东山区和天河区的界线，东以广州大道、水荫横路、水荫路

为界，北至广深铁路南边归东山区管辖，新划入东山区范围的有4．4

平方公里，东山区全区总面积为17．2平方公里。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建国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经历过曲折的发展

过程，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过渡时期(1950年"'1953年)

广州解放初期，新政权刚刚建立，民主建政刚刚开始，各种法

律制度正在建立。根据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通过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区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由区人民政府组织召开，代表由各行业、各人民团体

及党政军机关经过民主推荐协商产生，并由区人民政府邀请有代表

性的人物参加。1950年2月24日至25日，东山区第一届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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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在东山培正小学礼堂举行。1950年6月，大东区、东山区、前

鉴区合并为大东区。1950年7月28日至29日在东山培正小学礼堂

举行了大东区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1952年9月，大东区改称为东

区。至1953年，东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召开过六次。当时，广州

市区区域不断调整合并，会议制度不够完善，实行普选的条件不成

熟，因而采取各界民主推荐、协商产生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人民

代表会议是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过渡形式。

(二)确立时期(1954年"--1966年)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央选举委员会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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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于1953年4月发出了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正式提出建立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进一步肯定和确认了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根据《选举法》和中央、省、市关于基层选举工作

的指示，于1954年1月至3月上旬，东区进行了第一次普选，由选

民直接投票选举，选出了东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于1954

年7月13日至19日，召开了东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按照每届任期两年的规定，至1966年，东区先后换届选举六次，共

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会议16次。

(三)停顿时期(1966年"---1980年)

东山区人民代表大会，自1965年12月召开了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后，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区人民

代表大会停止了活动。1968年虽然成立了东山区革命委员会(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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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组织形式)，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恢

复。直至1980年12月，东山区召开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止，东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停止活动长达15年。

(四)恢复和发展时期(1980年12月至1990年6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大

幕。1979年7月，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五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和《地方组织法》，撬宸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使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不但得到恢复，并向前发展，我国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进一步健全，人大工作进入了_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80年7月，根据新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和广东省

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东山区进行了普选工作，选出了东山区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12月，召开了东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选出了东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员，区人大常委会正式设立。以后，按照每届任期三年，每年一

般召开f次代表大会的规定，至1 990年0月，已换届选举三次，先

后召开了东山区第七、八、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各次会议。1990年6

月，召开了东山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东

山区第十届人大常委会。

区人民代表大会恢复了活动，并设立了区人大常委会以后，使

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区一级的权力机关能有效地行使职权。人大各

项工作取得彳长足的进步，人民群众越来越关心和文持区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工作，逐步树章：了人大及其常委会昀权威。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糍虞，己瀑深执烬在卢犬人民群众之中皂
巴4·



大 事 记

(1 9 5 0年～1 990年)

1950年

2月24日至25日，召开东山区首届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

代表共66人。区人民政府提出施政方针，废除保甲制度，建立街道

办事处。 。

3月10日至11日，召开前鉴区首届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

代表共85人。会议部署下半年政府施政和社会治安工作任务。

3月，召开赶为区首届人民代表会议。会议部署政府施政和社会

治安工作任务。

6月24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将大东、东山、前鉴三区合并，

称为大东区。

7月28日至29日，召开大东区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

的代表共148人。会议作出了以工代赈、夏令卫生，文化教育事业!

巩固社会治安等项决议。

1 951年

1月16日至18日，召开大东区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t出席会议

的代表若1{6人。会谈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罩国t拥军垌政"{

“巩固治安，搞好冬防耵；F健全基层组织，检查干部作风私；“土改和

市政建设嬲四项决议。选出了刘伯炎等16名代表组成协商委员会。
’5 I



大东区第三届第二次人民代表会议(缺资料)。

12月15日至19日，召开大东区第三届第三次人民代表会议。

会议作出了“关于区政府、区公安分局上半年工作报告”；“关于继

续加强抗美援朝，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关于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

追匪歼敌”；“关于贯彻执行婚姻法”；“关于支持民主改革"等五项

决议。通过了协商委员会名单，成员由16人增至23人。

1 952年

大东区第三届第四次人民代表会议(缺资料)。

9月，大东区改称东区。

12月16日至18日，召开东区第三届第五次人民代表会议。会

议作出了“区政府1952年工作总结和1953年工作计划纲要的报

告”；“关于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及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关于贯彻

执行婚姻法”三项决议。

1953年

3月6日至7日，召开东区第三届第六次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

议的代表共119人。会议中心议题是关于贯彻婚姻法问题。

1954年

1月15日至3月10日，广州市东区进行了第一次普选，选出了

东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19人。

7月13日至19日，召开东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14人。大会听取和审议了“为贯彻过渡时期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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