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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l一．

口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根据中央的指示，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

文化传统，倡导编史修志，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增城在1988年

编纂新县志时，县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就根据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意见，曾提出编纂增

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的意向，并已搜集整理了部份资料，后因有关人员工作岗位调整以

及一些其他原因，编纂工作中断。1993年12月，国务院批准增城撒县设市，增城县人

民代表大会改称增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其届次仍承袭设市前的届次。增城撤县设市后，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步完善。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

也日趋健全，各项工作都已向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迈进。有鉴于此．市十一届人大

常委会于2001年决定，将原计划编纂下限为1990年的志书，改编成下限为2003年3月

(即第十一届任期届满时)的《增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志>，并重新组织队伍。调整充实原

有的篇目，加紧进行纂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志书终于问世，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

事。

增城自1949年12月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到2002年12月举行市十一届人大六

次会议，标志着以建立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目标的政制建设已有53年历史。建

国初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凝聚人民的意愿和力量，支持清匪反霸、抗美援朝、土地

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等国家大事，为争取各项大政要务的胜利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进

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又大力支持各级政府组织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

义建设，使国民经济基础逐步稳固，生产力逐步提高。其间，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

干扰，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中断了14年，但历史航船终究按照人民的意志摆正了航向。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增城市(县)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政制建

设及其运行制度进一步完善。这一时期，市(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中共增

城市(县)委的领导下，依法履行各项职能，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支持、监督“一府两

院”深化改革、推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回顾过去，道路越拓越宽，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我们期待，<增城市人民代表大

会志>不但能留下历史资料，而且能给今后从事和关心人大工作的人们。带来一些教益

和启迪，起到“取石攻玉”的作用。

这部志书的编纂，得到有关单位以及曾经从事人大工作的离退休同志的支持和协

助，同时得到长期在本行政区工作、退休后又从事修志工作多年的邬成先、李恒芳、陈

永兴等同志的直接参与，他们不但尽可能地为志书充实材料，还对一些历史资料的疑难

作出较为准确的诠释。此外，还得到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朱森林同志题写书名。借

此机会，我谨代表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表示由衷的感谢!

陈亚钦

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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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志断限：原则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年(1949年)为上限，下迄2003

年3月(即增城市第十一届人大任期届满时)。但在大事记和概述中，凡与本行政区人

民政权建立有关的重要情况，则上溯至事物发端之时。

(三)本志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一般采用朝代纪年和民国纪年，夹注

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采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中的人民代表大会机构的政区名称，一律按当时的称谓，如撒县改市前

称县人民代表大会，改市后称市人民代表大会，通称市(县)人民代表大会；区、公社

改镇前称区、公社人民代表大会，改镇后称镇人民代表大会．通称区、镇人民代表大

会。

(五)为便于行文，本志对字数较多的名称、称谓除用全称外。一般采用简称。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人大”；增

城市第X届人民代表大会第X次会议简称“市X届人大X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增城市

(县)委员会简称“中共增城市(县)委”；增城市(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

“市(县)人大常委会”；增城市(县)人民政府简称“市(县)人民政府”；<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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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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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类推。

．(六)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和横排纵述体例，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大

事记采用编年体，个别的用纪事本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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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

制度已半

建国

乡建立过

府。但在

办法产生

事机关委

援抗敌部

1949

县城(今

模的军事行动已基本结束，但形势仍然比较严峻。首先是在北部山区还有小股负隅顽抗

的武装敌人和潜藏于城乡各地的国民党特务分子，他们和封建势力及其他反动势力(如

反动会道门等)相勾结，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此外，由于多年的战争，造成交通破坏，

工商业萧条，农业衰落，物价上涨，市场混乱，财政经济存在严重困难，人民生活十分

贫困。面对这种情况，县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有关规

定，于1949年12月25—28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通过了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的决议。随后，从1950—1953年先后召开过5次增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参加

会议的代表大部分由群众团体及党政机关选举产生，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工

商业者、自由职业者、机关干部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每次会议内容，主要是宣传中

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当时的中心工作任务和县人民政府工作情

况，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和要求，并作出相应的决议。通过历次代表会议，并广泛宣传贯

彻会议精神，进一步发动起群众，支持和投入各项中心工作，包括清匪反霸、退租退押

(俗称。八字运动”)、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土地改革、生产自救、“三反”“五反”运

动；抗美援朝、推销公债；贯彻婚姻法；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粮食计

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取缔投机活动、稳定经济秩序等。从而逐步建立起

革命秩序，使县、区、乡各级人民政权日益巩固，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实践已经证

明，在建国初期采用普选的办法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通过

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一过渡形式，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符合当时客观实

际的。这种过渡形式，既加强了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使政府经常听取人民群众的呼

声，而且每次代表会都对当时的重大事项作出相应的决议，因而它既是人民政府联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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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传达政策的协议机关，又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权力机关的性质，对地方民主政权的建

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亦为后来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至1954年，增城和全国各地一样，国民经济巳由恢复时期进入建设时期，人民群

众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已有很大的提高，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于

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

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举

行首届普选，产生基层和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是年6月26—31日举行增城县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自此以后，于1957年1月举行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1958年5月举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1960年准备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时，因

1959年境内遭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灾害，各级干部和群众集中精力投入抗灾和恢复生

产，南部石滩、仙村、新塘等地的重灾区还要重建家园，加上当时全省调整行政区划，

增城与龙门县刚刚合并不久，机关工作也因此而较繁忙，故没有按原计划召开代表大

会。1961年，增城、龙门又分开恢复原建制，且当时又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自然

灾害带来国民经济困难的最严重时期，因而也没有准备召开代表大会。至1963年国民

经济经过调整而得到恢复后，才于是年8月举行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从1966年开始，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县人民代表大会被迫停止活动。1968

年2月，成立了“增城县革命委员会”。这是造反派夺权、县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的情况

下，由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

训)任务的解放军代表和干部、群众代表三结合组成的取代原县党政领导的权力机关。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即197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地方各级革命

委员会既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又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但在当时民主

与法制遭受践踏的情况下，县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没有起到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关的作

用，县人民代表大会也未能依法举行会议和开展活动。其间，县属一些公社虽有召开人

民代表大会，但没有按选举法进行普选，出席大会的代表都是由公社革命委员会推荐产

生。

1976年10月，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增城县根据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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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于1980年6月23—28日举行增城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

次大会通过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民主制度

遭到破坏的沉痛教训，号召全县人民“坚决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

把‘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是非矫正过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步伐”。这次大会还首次选举产生了增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因而具有特别

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本行政区实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发展从此步入新的里程。

从1980年7月。2003年3月，增城市(县)人大常委会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

则，集体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在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的实施，监督本级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

顺利进行，以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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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具体表现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日趋健全，人民代表进一步发挥当家作主的作用。人大常委会按

规定在每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时即依法部署换届选举工作，从第六届至第十一届，

每届都依时召开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为了保证人大代表行使各项权力，人大常委会在

每一届人大换届时都依照法律规定，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会前，向人大代表通报会议议

程草案，组织人大代表围绕会议议程进行调查和视察，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将大会

的报告印发给全体代表，作好审议准备。会议期间，认真按法律程序办事，保证代表能

充分表达本人的意见。闭会期间，通过代表小组形式开展活动，进行视察、调查研究、

酝酿议案等，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选举工作进一步完善。自第六届人大设立常委会后，每次人大换届选举，常委会都

依法作出相应的决定，进行具体部署，并深入检查和指导。如第八届的选举工作，县人

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强调要联系政治体制改革来考虑县、镇两级人大的换届选

举工作的精神，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宪法、地方组织法、广东省选举实施细则及中

央、省、广州市有关文件，依法成立选举机构，搞好选民登记，划分选区，分配代表名

额，推荐和酝酿代表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并坚持选举法定时间、法定票数、组织选

民参选等法定程序，体现了坚持依法办事、充分发扬民主的原则。选举后的县、镇两级

人大代表，智力结构和年龄结构均有明显变化。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依法行使职权。至2003年3月，历届市(县)人大常

委会都定期听取和审议政府、法院、检察院的专题工作报告和情况汇报，对重大事项都

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督促办理代表议案和建议、批

评、意见。同时，有计划地组织执法检查和调查研究，有重点地督促和支持市(县)政

府、法院、检察院解决一些重大事项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等等。

加强了人大工作制度建设。自七届县人大一次会议以后，市(县)人大常委会根据

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的职权，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主要的有人民代表大

会议事制度、常委会会议制度、主任会议制度；联系人大代表的暂行办法；人大代表工

作制度；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办法；办事机构的设置和职责分工、工作人员岗

位责任制；人大代表小组编组以及代表小组工作制度；加强与“一府两院”工作联系制

度；镇人大代表联组和市(县)人大代表小组联络员工作制度等，使人大工作逐步向制

度化、程序化、规范化迈进。

人大工作机构逐步健全。1980年县第六届人大常委会设立时，即设立了常委会办

公室，处理日常工作。随着人大工作的开拓和发展，于1987年增设了法制、财经、农

村、教科文卫、城镇建设、华侨民族宗教等6个工作委员会，并明确规定了各工作委员

会的职责和工作程序。配备了专职领导和必要的工作人员，1993年3月第十届人大常

委会又增设了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使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更加健全，各项工作不断

深入。从1990年开始，各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设立常务主席或专职常务副主席，负

责镇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日常工作，从而加强了市、镇两级人大的联系，使基层人

民代表大会的运行状况出现新的面貌。

增城市(县)人民代表大会创建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共增城市(县)委的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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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历届人大代表的努力，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保障宪法和法律在本地区

的实施，特别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坚持改革开放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建设的历史任务面前，不断改进和完善各项工作制度，更加显示出人民代表大会的强大

活力，越来越发挥其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作用。

附录

建国前增城地方选举与议事机构概况

增城于东汉建安六年(公元201)设治，历史上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时代，地方政权

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掌握，实行的是封建专制，没有民主可言。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

鸦片战争爆发后，处于内外交困的清朝廷为缓和国内社会矛盾，曾打出“预备立宪”的

旗号，筹划地方自治。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民政部遵照朝廷旨意，拟定地方自

治章程，规定自府至乡均设议事会，并在府、厅、州县设参事会，城镇设董事会，乡设

乡董。但朝廷对地方自治存有戒惧，担心会“自为风气、紊乱纲纪”，于是颁谕：“地方

自治乃辅官之所不及，乃统于官治之内，并非离官治而独立之词”。同时，订出了分级

分步推行地方自治的计划，即分为上下两级，上级为厅、州、县，先从省会首县办起；

下级为城镇乡，先从繁盛和中等城镇办起，然后逐步推广。当时广东拟定为繁盛之城者

11处。繁盛之镇者3l处，共42处；拟定为中等之城者43处，中等之镇者52处，共95

处。还规定凡经民政部核定各繁盛镇的议事会、董事会和中等城镇的议事会、董事会分

别限于宣统二年(1910)八月初一和宣统三年(1911)二月初一以前一律成立。但增城

是属繁盛城镇还是中等城镇，有无建立议事会、董事会，旧志(指宣统年间编纂、民国

十年出版的《增城县志》)没有记载。

民国初年，当局虽有推行地方自治，但由于各派军阀割据，地方自治基本上是有名

无实，成为军阀统治者手中的玩物。民国六年至十年(1917。1921)增城曾先后三次举

行“民选”县长，但都是由当局推荐地方士绅作代表进行选举，老百姓根本没有参加选

举的权利。民国十年(1921)后，政局动荡，“民选”之举中止。民国二十年(1931)，

实施地方自治政制，增城开始由民众选举乡(镇)长和乡(镇)民代表，再由乡(镇)

民代表推选县参议员。但选举制度初行，参选人数不多，只就到场人数以举手方式通过

当局指定的候选人。

民国二十一年(1932)，成立增城县参议会。参议员由全县12个乡(镇)各选出2

名共24名。县参议会设参议长1名，由参议员互选产生，互选结果，黎贺桃当选；另

设秘书1名，由省政府委派。首届参议会曾提议兴建增城县城至石滩公路，获县政府接

纳。该路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秋建成。县参议会两年为一届。民国二十三年冬，举

行第二届选举，选出县参议员24名，仍选黎贺桃为参议长。是年，增城县政府奉省政

府令，选举第一届省参议员，全县有lO多人竞选，结果，黎贺材当选。民国二十五年

(1936)。因当时主粤政的陈济棠反蒋介石失败，广东省政府改组，参议会随之消失。

民国三十四年(1945)秋，增城奉省政府命成立临时参议会，由各乡镇推选出县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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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18名，选举黎熠熹(国民党增城县党部书记长)为参议长，姚子谋为副参议长。

按省的规定，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任期一年，必要时可呈准省政府延长一年，最迟到民国

三十七年(1948)初就应改选为正式参议会。增城按规定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成立

正式参议会，参议员由全县33个乡各选举1名共33名，另从职业团体、工会组织中选

举3名，总共36名。正式参议会仍选黎熠熹为参议长，姚子谋为副参议长。是年10月

2l一23日，增城县还举行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参加竞选的有刘丽生、彭展义、

朱集禧等9人，结果，刘丽生当选。是年底，黎熠熹辞去参议长职。选姚子谋为参议

长。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春，姚子谋辞去参议长职，选吴恺如为参议长。

民国三十八年(1949)10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压境，县参议长及大部分

参议员均逃逸，参议会随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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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

大 事 记

建 国 前

1926年初，在中共广东区委指导下，本县于新塘地区建立第一个中共支部。至

1928年2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发展党的组织建设。建立中共增城县委会

(以下简称“县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县委发动群众建立武装队伍，为建立

人民政权而奋斗。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县委领导

全县人民建立和巩固县、区、乡各级人民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1945年

1月，增城永和地区抗日军民在永和圩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区长、副区长均由中共

增城地方组织委任。区政府辖区范围约100平方公里，北至广汕公路的均和圩、李伯

坳，南至广九铁路边的矮岗村等地，共有201个自然村，约15000人。该政权在1945年

8月日军投降后被国民党当局扼杀，存在时间仅8个月。

1948年

3月，中共增龙县委在本县派潭地区设立增北办事处(又称派潭办事处，至1949

年2月改称增从边办事处)。该办事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江纵队第三支队第二团驻地

的人民政权机构。

1949年

7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江纵队第三支队政治部颁布<江北地区县区乡村人

民政府组织条例(草案)>。<条例》总则中阐明，由于我区尚处于战争环境，各项普选

工作准备未足，故除村长以外各级政府首长与工作人员暂由上级机关委派与聘请．待条

件具备再行改选。(注：“江北地区”即东江北岸地区，包括增城、龙门、博罗等地区)

8月，增城北部解放区军民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江纵队第三支队政治部的指示，

在派潭地区成立增城县人民政府，辖县境北部、西部解放区及游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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