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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在解放战争时期，峨山是滇中革命根据地，峨山各族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峨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

的斗争，1949年10月建立了人民政权——人民政府。从此

峨山各族人民摆脱了被奴役的地位，成了国家的主人，赢

得了民主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峨山各族人民在中共峨山县

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于1951年5月12日实行民族

区域自治，是云南省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县，也是全国的第

一个彝族自治县。40多年来，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变化尤为显著。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宪法，正式确定了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我国革命史上伟大

的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适合工

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

的中国国情。但是，由于我国历史传统和经济条件的限制，

加之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

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有了重大发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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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设立了常委会；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

举产生，并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改变了农村人民公

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为设立乡政权；设立居民委员会和村民

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它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我国宪法规定，人民这种权利是

通过它的代表大会来行使的。峨山彝族自治县人大志的编

纂意在反映峨山县各族人民这种民主权利的实施和发展的

过程。

志是一种国情文献，县人民代表大会志是记载县人大

工作全过程的历史资料，它的编纂，对于今后深入研究县

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总结经验，探索新路子提供了确凿的

史料。因此，我们在编纂这部志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

原始资料为依据，按历史事实准确地反映我县人大工作的

面貌。

～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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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国

人民政权的具体组织形式。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

代表大会志》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峨山县人大常

委会的工作实际，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县乡两级

人大成立以来，在实施宪法、法律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此志书生动地记述了峨山人民从建

国以来到第十一届人大期间，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全部史

实，概述了人大对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

院实施监督所取得的成效；并对影响峨山政治、经济、文

化等各项重大事项所作的决议、决定作了真实的反映；它

总结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峨山民族自治地方行使立

法权给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积极影响，并对县人民政府、

县法院、县检察院行使任免权和人事管理权作出历史的纪

录。它是一部反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历史史

料。全书内容翔实可靠，生动丰富，全面反映峨山县人民

代表大会的历史风貌，展示了一幅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画

卷。我为此书的刊印感到了由衷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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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史达变，鉴往知来。历史对今人和后人坚持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继承和发扬灿烂民族文化精神和

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行使好“当家做主"这一根本职权将起

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县委、人大历届老领导的具

体指导和帮助；县志办、县属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编

辑人员辛勤耕耘，付出辛劳和汗水，我代表人大常委会一

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伍显政

1997年6月2日



凡 例

一、本志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四项基本原则为

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

是地记述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过程。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六种体裁。“概

述丹总摄全书；“大事记”按时序记述有关的大事；“志"为

主体，分设章、节、目，横排竖写，重复交叉处采取详此

略彼；辅之以“图"、“表”和“附录"。

三、本志时限，上限自1949年10月，下限至1993年

3月。

四、本志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和县人大常委会的档案

及当事人的口碑资料。 ．

五、本志行文，采取语体文记述。数字应用，届、次

及习惯用语使用汉字；时间表述及统计数字使用阿拉伯数

字1年代使用公元纪年；地名、单位名一律按当时称谓。

六、本志所涉及的单位名称，为避免混淆和误解，首

现时使用全称，再现时使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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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

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让人民当家做主，这

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之奋斗的目标，也

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大事。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峨

山各族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

武装革命斗争，推翻了国民党在峨山的各级政权组织，建

立了人民民主政权，1949年10月24日峨山县临时人民政

府成立，标志着峨山各族人民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为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峨山各族人民付

出了重大的牺牲。全县有一千多人参加了党的各种地下组

织，有数千人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有二百多位

各族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人民兴高采烈之时，是反动派痛苦悲哀之时。他们不

甘心放弃其反动统治，不容许人民当家作主。新的人民政

府成立不久，不甘心失败的反动阶级就疯狂地向红色政权、

反扑。1950年4月，甸中、富良棚、塔甸、亚尼、大龙潭

等区乡潜伏的特务、恶霸、土匪相互勾结，先后发动了反

革命武装暴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中共峨山县

委的领导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兵力的配合下，全县开展

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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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武装剿匪斗争。

到1951年初，全县范围内的土匪叛乱已平息，人民民主政

权又得到了巩固。

人民民主政权得到巩固之后，为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

权力．于1951年5月6日，中共峨山县委主持召开了首届

全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各族各界代表欢聚一堂，代

表各民族、各界人士的心愿，民主选出了自己的政府委员

会委员、县长、副县长，共商了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的方

针、措施。

为了使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充分行使民主权力，更好

地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法令和各项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自主地发展民族地方的经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经政务院批准，1951年5月12日，

成立峨山民族自治县。峨山成为云南全省第一个实行民族

区域自治的县。

从1951年5月到1954年2月，在四年之间，中共峨

山县委(以下简称县委)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规定的原则，一共举行了4次全县各族各届代表

大会。这些代表大会，对当时稳定局势，巩固人民民主政

权，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贯

彻《婚姻法》、禁毒禁赌等项重大社会改革起到了民主决策、

民主监督的作用，是4次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代表大会。

在国家进行了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后，到1954

年，国际形势趋于稳定，国内形势也比较好，整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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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国家

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从过渡型转向为发展型，国家制定了宪

法和选举法，使地方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和代表大会的召

开有法可依。依照选举法，峨山县于1954年2至3月，全

县开展了普选工作，直接从选民中选出县代表142名，峨

山各族人民第一次选出了能代表自己意愿的代表。

第一次普选工作结束以后，于1954年6月在县城举行

了第一届县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举行了4次会议。这4次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是按照宪

法和法律赋予人民代表的权力，民主选举产生了县人民政

府委员会、县长、副县长，人民法院院长；审议和决定了

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等重大事项，有效地推动了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956年12月，召开了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一年半后的1958年5月又召开了三届一次会议。这个

时期，由于党的指导思想犯了“左’’的错误，在整风反右

中搞扩大化，一批敢说真话的干部、群众受到打击迫害，我

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遭到了严重挫折。

1961年3月至1965年12月，近五年中，召开了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和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五年间换了三

届，每届又只举行一次到两次会议。但总的说来还有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有换届选举新一届政府组成人员的

事项，但人民代表在行使当家作主权力方面却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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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冲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迫中断，代替人民行使权力的

机关是“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成员是由军队支左

人员和群众“造反组织”的代表结合革命干部，并有工人、

农民代表参加经上级批准组成的。1966年到1976年十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政治上动乱，自然灾害频繁，国民

经济衰退，人民群众受难的十年。回顾这十年的历史，应

吸取的教训是认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的极端重要性。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王洪文、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1978年12月，

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最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又得

到恢复。1981年在县委的领导下，开展了选举工作。9月，

举行了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人民

代表大会常设机构——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县

委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十年来依法进行了八届、九届、

十届、十一届和十二届的换届选举工作，举行了每届三次

的代表大会。每一次代表大会都让代表充分行使民主权力，

认真审议并决定关系峨山县经济发展及社会改革的重大问

题和事项，保障了宪法和法律在民族自治县内的贯彻执行，

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行使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一个很重要方面是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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