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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郭润营

适逢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50周年之际，在中共鹤壁市委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下，经过市人大常委会和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笔耕，《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志》终于面世了。这是我市政

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项丰硕成果，也是资治当今、惠及子孙的一件好事，对促进鹤壁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自1958年6月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历经8届46年，走过了近

半个世纪的历程，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磨砺。40多年来，尤其是1980年6月鹤壁市设立人大常委会以来，

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始终坚持在市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坚持以人为本，深怀忧民之心，

倾听平民之言，勤思为民之策，广兴爱民之举；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主法制建设为己任，致力

于开拓创新，致力于求真务实，致力于规范提高，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在决定重大事项、强化

法律和工作监督、加强代表联络、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探索了不同历史时期、不

同形势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路子，充分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有

力地推动了我市依法治市的进程，保障了我市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将这一历史进程载入史

册，对于我市在新时期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志》按照忠实子宪法和法律，忠实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忠实于历史的原则，体

．现了时代特征和人大特色。该志集鹤壁市人大工作的历史资料、现实情况和基本经验之大成。以清晰的脉

络、丰富的内容，客观真实地记述了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创建、曲折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历史，展现

了人民当家作主和人大代表行使国家权力的风貌。鹤壁市人大发展的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

《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志》是一部记载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活动的专志，填补了鹤壁市政

权及民主政治建设史上的空白，是鹤壁市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的具体表现。治国以

史为鉴，治“郡”以志为鉴，《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志》作为一部反映地方人大建设的“百科全书”，将这些

宝贵资料入志，丰富、拓展了史志“资政”、“育人”和“存史”的功能，是一部较好的专业志书。盛世修志，

以资后人，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其目的在于铭记人民的千秋功业，并鼓舞后人为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而努力奋斗。愿《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志》一书，能为广大读者尤其是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工作者和社会

科学工作者所青睐，能为大家的工作、学习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

该志在编写过程中，编纂人员经过艰辛努力，克服了历史年代跨度大、资料有限、经验不足等困难，同

时，也得到了许多老领导、老同志和各级人大、文史、档案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我谨代表鹤壁市人大

常委会和志书编委会，向所有关心和支持《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志》编纂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由

于时间仓促，经验不足，水平有限，本志可能还会存在不少缺点和疏漏，敬请给予批评指正。

回顾过去，人大工作创造了有目共睹的光辉业绩；展望未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前程更加光辉灿烂。

让我们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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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能力，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全力推进建设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

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同时，本志作为鹤壁市人大常委会全体工作人员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50周年献

上的一份厚礼，寄托着全市人大代表和人大工作者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事业的满腔热情，将激励着我

们进一步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继续推进依法治市进程，努力开

创我市人大工作的新局面。

2004年9月

(作者系鹤壁市第七、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氍

9
Z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

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鹤壁市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述时限，上自1958年5月起，下至2004年5月止。为全面反映鹤壁市建市前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演变发展情况，有的篇章适当前溯。 ．

三、本志贯穿依法修志方针，遵照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编写。

四、本志着重记述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所做的主要工

作，突出反映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情况，单独成篇，作

概略记述。 。

五、本志分列市人大代表、市人民代表大会、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常委会内设机构、县

(区)乡(镇)人大、人物、文件选编共8篇29章86节。卷首设概述和纪事。

六、本志以类系事，记事本末，横排竖写，有详有略，篇、章、节、目层层相辖。文体以志为主，兼用述、

记、图‘、表、录诸体。

七、本志采取规范化的现代语汇及标准编印，对人大的习惯用语采用约定俗成的简称。

八、本志入志资料，主要来源于馆藏档案。同时，还采录了历史文献资料、图书报刊资料，及有关部门

和人员提供的资料。地名用字保持原用法。不按现地名做统一更正。
’

Z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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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57年3月26日，国务院批准建立鹤壁市。辖区为原汤阴县的部分区域。1986年1月实行市带县

体制，原属安阳地区的浚县、淇县划归鹤壁市管辖。现辖浚县、淇县、淇滨区、山城区、鹤山区，总面积2 182

平方公里，总人口146万。

鹤壁市位于河南省北部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跨东经l 13059 7～114045’，北纬35。26’一

36。02’。西依太行，峰峦叠嶂；北西部浅山丘陵，岗坡起伏；东南部平原广袤，一望无垠。卫河蜿蜒于东南，

洹水流经于西北，淇水从西北向东南贯穿于中，京广铁路、107国道、京深高速公路纵越南北，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将从市区经过i

鹤壁地域历史悠久，为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域内史前即有人类活动，现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多处；淇县古称朝歌，为殷商文化发源地；浚县古称黎阳，曾是战国时期卫、赵国都；汉代冶铁遗址、宋代古

瓷窑、采煤遗址是鹤壁古代经济发达的见证。域内人才济济，名流辈出。商代微子、箕子、比干，被孔子誉

为“三仁”；春秋战国时期的许穆夫人，为中国第一位爱国女诗人；卫国黎阳人子贡，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中

的佼佼者；卫国人商鞅，因变法成为一代政治家；西汉黎阳人贾护，为《左氏春秋》重要传人之一；明代浚县

人王越，官至尚书；近现代名人荟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光辉业绩。域内山水

并胜，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相映生辉，是国家级优秀旅游城市。云梦、大侄、浮丘为历代名山，古今登临者不

绝；云梦山以“中华第一古军校”著称，据传，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鬼谷子王禅曾在此隐居讲学，培养出孙

膑、庞涓、苏秦、张仪等著名的军事家、纵横家；大伍山儒、释、道三教并存，全国最早、北方最大的高22．29

米的大石佛，距今已有1 600多年历史；淇河风光旖旎，碧波荡漾，《诗经》多有记述，文人墨客代有吟咏，文

化遗存遍布两岸。域内资源丰富，有煤、石灰岩等矿产资源30多种，是河南省北部重要的煤炭、火力发电、

水泥生产基地；土特产品种甚多，淇河鲫鱼、缠丝鸭蛋、冬凌草为著名“三珍”；农作物优质高产，是河南省

优质小麦生产基地；畜牧业发达，是全国最大的规模化肉鸡养殖基地，河南省优质畜产品生产加工和出口

创汇基地。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鹤壁人民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

生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全市人民正沿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阔步前进。

(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在鹤壁地域内经过了准备过渡、正式建立、曲

折发展、严重破坏、重新恢复、逐步发展完善的历程。

20世纪40年代，各县由各阶层、团体、机关和农村民主选举参议员，组建了参议会。这是以中国共产

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政权。1944年11月，汤阴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驻地(现鹤壁市淇

滨区大河涧乡小宽河村)召开第一届县参议会议，联合各阶层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1946年夏，在鹤壁镇(现鹤山区政府驻地)召开第二届县参议会议，发动群众推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

拥军优属，救济灾民等。 ．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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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但由于当时全

国实行普选的条件不具备，采取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过渡办法。从1949年至1954年，鹤壁地域内

各县相继成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由各界人民协商产生，其中一部分由政府邀请。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式，不是政权机关。从1951年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

表大会的职权，是具有过渡性质的权力机关。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鹤壁境域内的准备、过渡阶段。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作出了比较系统的规定，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政权制度全面确立，国家权力开始由人民选举产生

的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从1954年6月起，鹤壁地域内各县相继召开了首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这标

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鹤壁地域内的正式建立。1957年鹤壁市建立。1958年5月，举行了鹤壁市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鹤壁市人民委员会，鹤壁市政权机关正式建立。根据1954年宪法的规定，人

民代表大会实行“议行合一”体制，市人民委员会既是市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又同时行使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机关的职权。

市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1958年市一届人大会议召开之际，正是反右斗争扩大

化的时期，一些市人大代表、列席人员对政府工作所提出正确的或有片面性的批评意见被当做右派言论进

行批判，有的代表还被罢免了代表职务；会议强调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提出和倡导

了一些不顾客观实际、急于求成的“左”的做法。市人民代表大会未按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的每届任

期二年进行换届选举。1958年至1965年，市人民代表大会共举行两届6次会议．从1961年以后一个时

期，市人民代表大会未按法律规定每年举行会议，全市一些重大事项和有的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决

算，没有依法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查批准。

1966年5月～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代表大会被所谓的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所

取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遭到严重破坏，鹤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被迫中断。

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重新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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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民主选举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实行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选

民、代表也可以联名提出候选人，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正宪法

若干规定的决议和重新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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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的新规定，这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措施，也

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有利于更好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根据重新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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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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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1979年下半年至1980年年初，鹤壁市进行了市、县(区)、乡(人民公社)人大

代表的普遍选举，相继召开县(区)、乡(人民公社)人民代表大会；各县(区)人大相继建立常务委员会。

1980年5月，鹤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选举产生了鹤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员，建立了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常务委员会。至此，鹤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得到了恢

复，并逐步进入不断发展完善的新时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2年制定的宪法和在此前后制定和修订完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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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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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根据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结合我国宪法实际情况，对于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

了一系列新的规定。鹤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结合鹤壁市实际情

况，逐步制定和完善了各项工作制度，根据工作需要逐步设立了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制度建设和组织建

设得到不断加强和完善，鹤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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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至2004年，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共经历八届，举行35次会议。1958年6月至1965年5月，7

年间，市一届、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共举行会议6次，审议议题48项。市一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确定了鹤

壁市建设、改造的方针和任务，规划了鹤壁市建设发展的远景，强调以煤炭工业为重点，同时发展地方工

业、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项事业，建设以煤炭生产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城市。市一届、二届人大历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市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讨论决定了鹤壁市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财

政预决算等重大事项。
‘

1980年6月至2004年4月，市三届人大至八届人大24年间，共举行会议29次，审议议题203项，会

议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审查、批准鹤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

预决算，讨论决定年度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市人大会议还先后审查批准鹤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六

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计划和鹤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996年至2010年长远规划。

市人大会议审议议题，采取大会全体会议、代表团会议、代表小组会议和专题审议等各种形式，代表充

分发表意见，集体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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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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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选举地

方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鹤壁市出席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期间，代表提出提案2 626件、议案

252件、建议批评意见l 989件；对群众关心的问题提出质询和询问，市政府组成人员在市人大会议上听取

代表意见，回答代表质询和询问。

(三)

市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和人事任免等项职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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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常委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召开一次。

1980年6月至2004年4月，市人大常委会共举行会议173次，审议议题480余项。

24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共作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重大决议、决定139项。批准了鹤

壁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作出了建立淇滨经济开发区、普法教育五年规划、市政府迁址的决议、决定等。

24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共听取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330个。报告内容包括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

建设的重大问题，法律、法规执行中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还采取邀请全国和省、市人大

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对“一府两院”有关部门的工作进行评议等形式，把常委会审议同人大代表评议相

结合，加大了监督力度，改进了监督方式，提高了监督的实际效果。

24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共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936人(次)，免去国家机关人员308人(次)，决定代

理9人(次)，接受辞职18人(次)，决定撤销职务1人(次)。人事任免工作经历了逐步规范化、制度化的

过程，制定了《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并把任免与监督相结合，

开展了对常委会任命干部的述职评议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重视代表联络工作，制定了加强代表联络工作的工作制度，并不断探索开展代表活动的

新形式、新方法。代表列席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已形成制度，每次会议都根据不同议题，邀请有代表性的代

表列席会议。组织代表参加视察活动；代表在视察中认真履行职责，忠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积极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既督促了“一府两院”改进工作，为民办实事，又推动了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有

效进行。从1989年开始，常委会把执法检查作为工作重点之一，每年都多次组织代表参加执法检查活动，

推动了“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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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坚持和完善的根本保证。中共鹤壁市委高度重视

人大工作，大力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经常听取人大工作情况汇报，解决人大工作中的实际问题。2000

年12月，市委召开了人大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的意见》，各县(区)委相继召开会

议，传达贯彻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市、县(区)人大常委会认真按照市委要求开展工作，全市人大工作

出现新的局面。市人大常委会坚定不移地贯彻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宪法原则，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严

格依法办事、充分发扬民主之间的关系，保证人大工作的顺利开展。

全市现有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5个，乡(镇)人民代表大会25个。本市出席十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名，出席河南省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名，市级人大代表292名，县级人大代表

850名，乡级人大代表1 623名。5级人大代表共2 787名。他们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同全市人民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全市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力量。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世纪。党的十六大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的前途将更

加辉煌灿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更加巩固、完善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进行，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肩负时代和人民的重托，进一步履行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将更好地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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