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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史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继承和发扬这

一优良传统，根据县委编写地方志的指示精神，为了坚

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

社会主义法制，推动我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县

人大常委会领导决定编纂《舒兰县人大志》．以总结我

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经验，起到以志为鉴的

作用．为此，于一九八七年一月聘请编写人员，着手拟

定篇目，搜集整理资料，查阅历史档案及政权建设有关

文件，调查访问了老县长、县人民委员会委员，人民代

表了解口碑，并到外县学习编志经验．一)UYk．九年九

月，召集历届县人大常委会的部分主任和委员，对志书

进行评议，提出了补充修改意见．县十一届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及编志领导组先后三议其稿，终于编成志书，

共7章32节，约13万多字。

按照。略古详今、古今衔接”的要求，记述了本县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到一九九。年县第十二届第

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为止的活动．在表述方法上是直言其

事，秉笔直书，述而不论，以事寓意．

本志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述我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委会活动的专志，它对于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

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县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加强政权建

设是有重要意义的．希望它能起到。资政、教化、存史”
的作用。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县史志办公室、县档案局有

关领导和同志的指导与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访j_意．

由于首次编写人大志无成规可循，加之编者水平

低，缺乏经验，在材料取舍和内容安排上，难免有疏漏

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1990年2月20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进

行编纂．

二、本志取事，上限自宣统三年起，下限至一九九

。年一月止．

三、材料来源：县档案馆清宣统和中华民国时期的

历史档案，县政权建设文件，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会

刊》及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年鉴等资料．

四、纪年：以朝代纪年、中华民国纪年，解放后以

公元纪年。

五，。一府两院”系指舒兰县人民政府、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六、常委会：系指舒兰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七、人代会：系指舒兰县人民代表大会：

八、委、办，局、行、社：系指县政府领导下的各

委员会、各办公室、各局、银行、县社。

九、本志统计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纪年则用汉字

表示．

十、。治理整顿”：系指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制定的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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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迫使满清皇帝宣告退位。

成立了大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

度。大总统组建了。壮严神圣之国会”．舒兰县也在民国

初期建立起议事机构：县议事会、参事会，城、镇、乡

议事会．议事会选出的议员多为乡绅；参事会的参事员

为仕绅(不仅有财产、还有官职)．其党派为国民党．

舒兰县于一九一二年成立了国民党支部(主持人沙钟
灏)．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地区沦为日本帝

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建立了。伪满洲帝国”．舒兰县取消

了民议机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

降。祖国光复后，舒兰县成立了治安维持会，等待国民

党派员。接收”舒兰县政权，后被我田松部队击溃．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田松部

队解放了舒兰县．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成立了舒兰

县民主政府。接着组建了区民主政府和村政府．在中共

舒兰县委领导下，组建人民武装，肃清敌伪保安团的残

余势力和反动的地主武装，平定了叛乱局势．组织广大



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组织担架

队，动员农民交纳公粮支援解放战争．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民主政府实行减租减息，组建

农民会；城镇整顿私营工商业．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

日，中共舒兰县委和各级民主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开展锄

奸清算斗争。冬季按中共中央一九三三年文件开展划阶

级定成份，整顿农民会。按。土地法大纲”规定，发动群

众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打土豪、斗恶霸搞砍挖斗争，

对封建势力开展了。大扫荡”．仗地平级，平分土地，实

行耕者有其田．一九四八年确定地权、房权、畜权。组

织翻身农民变工互助，发展生产．

一九四九年在中共舒兰县委领导下，全县有计划有

步骤的开展建政工作。一月五日，县政府组织建政试

点，抽调35名县、区干部，经过学习后到舒兰区景圣

村进行试点，指导全面．二月五日各区训练干部，进行

建政试点，之后全县铺开，三月末建政结束．确定了公

民权，建立村选举委员会，召开了村人民代表大会，选

出了村政府委员会及区、县代表．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东北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建

立县、区、村人民代表大会的指示．舒兰县依据共同纲

领的规定，为了保障革命胜利果实，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政权，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推动政府工作的进行；

为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全力搞好经济建设，决定把

县、区人民代表会议及村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制度建立

一2一



起来．改变那种习惯于召开干部会议布置工作的作法．

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会运用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

大会解决重要问题推动工作．要求县人民代表会议每二

个月或三个月召开一次(暂不设常设机关)，每次解决

一、二个重要问题；区人民代表会，一个半月召开一

次，会期一天；村人民代表会有事就开，无事不开，会

期半天．舒兰县于一九四九年九月成立人民代表会议筹
备委员会．十一月十八日召开了县首届人民代表会议．
推动公粮人库和冬季生产运动．

· 为了组织广大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推动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工农业生产及文化事业，县

委、县政府根据《共同纲领》规定，于一九五一年八月

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号召全县人
民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开展互助合作和爱

国丰产运动，学习黑龙江省肇源县丰产经验，争取农业

丰收．选举产生了县人民政府委员会，开始实行民主集
中制的委员会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问，按期召

开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全县重要事项。从一九五一年

八月至一九五三年六月，先后共召开了七次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审议县人民政府工

作报告．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县人民政府集中

各阶层人民的有益意见，领导和推进了全县各项事业的

开展．

一九五三年三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



《选举法》．舒兰县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三年五月根据新

《选举法》和省人民政府指示精神，结合本县实际情况

制订了《舒兰县选举工作计划》，组成了舒兰县选举委

员会。经省帮助培训基层普选领导骨干16名；全县有

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了基层选举工作．到一九五四年一月

二十五日完成了基层普选工作．按照国家公布的第一部

宪法，规定。改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为人民代表大会”和省

委关于重新排列人民代表大会届次的指示，四月十三日

召开了普选后的舒兰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到会代表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

期总路线、总任务．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推动粮食统购

统销，贯彻《婚姻法》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全县组建

起251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六日，将县人民政府改为舒兰县

人民委员会．在县委、县人委领导下，一九五六年春，

我县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完成了社会

主义改造任务．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进一步

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健全法制”的方针，使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有所完善和提高．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

右派”斗争，极少数人被划为。右派”受到。左派”的批判

和斗争．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发生了

。一平二调”共产风，农业生产力遭受了空前的破坏，民



主制度受到影响．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召开了舒兰县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及以上各次代表会议，对动员全县

人民落实中共中央《人民公社管理条例》，纠正。共产

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渡过暂

时经济困难，起到应有作用。人民民主制度逐步健全起

来。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文化大革命的

十年问，使国家《宪法》和法律遭到践踏，停止了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革命委员会用召开两级(县与公社)，

三级(县，社、大队)、四级(县，社、大队：生产

队)干部会议布置工作，不能反映人民意愿，人民公社

制度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拨乱

反正，中央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一九七九年一月召开了

舒兰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恢复了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

一九八。年十月，全县完成了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直接选举工作．同年十一月召开了舒兰县第九屈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地方组织法》第

二条，关于县以上人大设常务委员会的规定，选举产生

了舒兰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县人大常委



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按照《宪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

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

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

决议；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

免．县、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经过三届县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实践，使县、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了不断的健全和完善．人

民通过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县人大常委会通过

经常深入基层联系代表，开展调查研究，组织委员、县

人民代表和在舒兰县的省、市人大代表进行视察活动，

有力地支持和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及时反映民情民

意，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促进本县社会主义建设

和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

善，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

有充分的民主权利．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舒兰

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更加进一步发挥作用，广大

人民将更加积极的发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参与管

理本县大事，为改革、开放，繁荣经济，振兴舒兰作出

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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