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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不辞水，故成其大；山不辞土，故成其高。今天，我们以人民这个神圣

的理念，去解读“三个代表”，倍感人民代表大会的责任和权力。历史，给我

们优秀的传统；现实，又激励我们开拓、创新、飞跃。记着，那一代又一代建

政和创业的人，在社会、在国家、在民族，无声无语，更无怨地奉献着。我们

当给众多的同志、同事、同仁写一本书，立一碑，树一传，以史为鉴，资治育

人。

回顾就是展望，甘南藏族自治州在历时51年的历史进程中，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多年来，它肩负着全州各族人民的期望与重

托，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各项神圣职责

和使命，竭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各民族的大团结，保障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

策在甘南的全面贯彻落实，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积极推动

全州的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绩。它充分发挥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加速我国政治文明、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部图文并茂的《甘南人大志》，全面、真实地记述了全州人大工作的政

事活动及历届自治州人大常委会的各项工作，准确而翔实地记载了自治州

人民代表大会和州人大常委会的产生、完善与发展，认真贯彻执行宪法与民

族区域自治法，对“一府两院”实行有效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并总结了执

行法定职责的有益经验。它详细地记录了自治州人大在甘南社会主义革命

与建设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如何解决诸多重大问题的重要决策及举

措。它也客观地反映了自治州人大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州、工业强州战略，不

断推进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加速甘南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保障国家和地方的长治久安，所采取的一

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它也充分展示了甘南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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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艰苦拼搏，开拓进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全州出现了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发展、民族和睦团结的新景象。《甘南

人大志》的出版发行，不但是自治州人大工作的历史见证与记录，而且是甘

南政权建设史上的第一部专志，也是全州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充分体现党

民主建政宗旨的一件大事，同时也为州内外专家学者、国家公务员、人大工

作者了解与研究甘南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文献性的史料和工具书。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建国55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日臻完善。在国内外的风云突变

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和无以伦比的政治优势，使甘南进入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的历史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55年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老一代中

央领导同志，都对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与指

示，为我们指明了人大工作的前进方向。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指出：“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遵照这一指示，今后，全州的人大工作要在州委的正确领导和省人大常委会

的指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

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认真、有效地行使宪法和自

治法赋予的各项职权，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保障各族人民实现管理国家事

务的一切权力，积极贯彻依法治国方针，推进依法治州进程，为促进甘南的

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环境。努力推动全州

社会经济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进一步开创甘

南人大工作的新局面。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

-00四年春于合作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翔实的资料为依据，全面、系统、

客观地记述了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发展历史，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表和照片，史志一体。大事记以

编年体、本末体为主。文体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记述。

三、志书文字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简化字书写。数字

和记年严格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书写。

四、志中所涉及的组织机构、职务、地名等均采用当时称谓，并注明现今

名称。组织机构名称首次出现全称，以后为简称。对人直书其名，不加称

谓。

五、本志采用详近略远，详主略次，详独略同，立足当代，以编分类，以章

记事，以事系人的方法，横排竖写，分层次记述。内容交错者，穿插互见，此

详彼略。

六、领导同志的排名序列，除任命文件上组织确定的外，其余按任命时

间的先后为序进行编排。领导同志任职起止时间以选举结果时间和人大常

委会任命时间为准。连任两届以上者，其任职时间连续计算。凡兼职、女

性、少数民族均用括号加注。姓名相同者，名录后分别注有籍贯，以示区别。

七、全志资料来源广泛，均搜集于各级组织的文史档案，核实后载入，未

注明出处。

八、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上限起于1949年10月，下限至2004年

3月。个别部分下限延伸至截稿之时o

)擘



概述

1949年9月11日、9月20日、9月27日，卓尼、夏河、临潭3县先后和

平解放，相继成立了卓尼自治区(后改为县)和夏河县人民政府、临潭县人民

政府，分别隶属岷县和临夏专署o 1950年卓尼、夏河直属甘肃省管辖。1953

年元月成立了甘南藏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9月25日至30日，“甘南藏族自

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夏河县召开，正式成立了甘南藏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自治区成立时省委决定将临潭县和西固、岷县、武都、会川、宕昌5

县所属藏族聚居的4个区、31个乡划归甘南管辖。接着成立了舟曲工作委

员会，并将洮源工作委员会改为碌曲行政委员会，将欧拉工作委员会改为玛

曲行政委员会。甘南藏族自治区管辖夏河、卓尼、临潭3县和舟曲、玛曲、碌

曲3个行政委员会。1955年4月之后，舟曲、碌曲、玛曲3县人民政府相继

成立。同年7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区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规定，

将自治区改为自治州o 1962年，将卓尼县上、下迭部两区及舟曲县洛大地区

组建为迭部县，此时甘南藏族自治州共辖7县o 1998年成立合作市，现辖7

县1市。

1949年9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

《共同纲领》)o《共同纲领》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中政权建设的经验，确定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

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

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

权的机关。”由于当时战争还未结束，土地改革还未彻底实现，人民还有待于

组织和发动，普选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由《共同纲领》规定：“在普选的地方

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

会的职权。”甘南州于1953年9月召开了“甘南藏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



2 甘南人大志

表会议”，这种过渡办法在当时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甘南解放初期，土司制度和喇嘛教寺院“政教合一”政治体制依然存在。

1950年8月，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北分团来卓尼、夏河等地进行访问，表达了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少数民族的亲切关怀，广泛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

信仰自由政策，并将访问团的部分同志留在甘南，帮助开展藏区政权建设工

作。1952年初，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筹建相当于地级的甘南藏族自治区。

1952年12月25日至1953年1月3日，在夏河县拉卜楞召开了“甘南藏族

自治区各族各界代表联谊会”，参加“联谊会”的有藏、回、汉各族人民代表，

有部落头人、宗教领袖、农牧民、妇女、部队、工商业者和机关团体等各方面

的人士共246人。来自各族各界的代表坐在一起，互谅互让，交流感情，联

络友谊，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是我们甘南

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争取迅速剿灭土匪特务，安定

社会秩序，增强各民族、各部落的团结，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成立甘南藏

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研究推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基此，进一步开展甘南

工作，尽快改变甘南地区的面貌。在“联谊会”上，通过民主协商成立了甘南

藏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联谊会”闭会以后，紧接着召开了甘南藏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次

委员(扩大)会议。筹委会根据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决定在各族人民和各

界人士中广泛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爱国主义教育，解除群众对实行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的怀疑与顾虑，对有关自治区的性质、名称、地址、人选、行政区

划、机构设置，以及语言、文字的使用等各项重要问题，都与各民族、各地区、

各部落的代表人物，反复进行协商讨论，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做出

决定。

1953年9月25日至9月30日，在夏河县拉卜楞召开了第一次“甘南藏

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央人民政府和甘肃省人

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甘南驻军、甘南藏区全体干部、各族

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筹委会艰苦细致的工作，使甘

南藏区的形势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尤其是经过歼灭马良残

匪、铲除鸦片烟毒，使社会秩序进一步稳定，各族人民安居乐业，进而大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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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各族各界人民的爱国热情、生产热情和革命积极性，这说明此时在甘南藏

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这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是

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参加会议代表人数之多，会议规模之大，是甘南藏

区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这次会议得到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共

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当时，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总司长马风

武、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邓宝珊、中共甘肃省委秘书长何承华等专程前

来，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会议选举了甘南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副主

席、委员和甘南藏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政治协商委员会主席、副主

席、委员，宣布正式成立“甘南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10月1日为自治

区成立日。10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代表会议胜利闭幕。当时，

自治区所在地——夏河县拉卜楞镇各界1万余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暨甘南藏族自治区成立，热烈欢呼自治区各族人民

的大团结，欢呼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伟大胜利。

1954年7月27日至29日，在夏河县拉卜楞召开了第二次“甘南藏族自

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o这次会议是甘南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

后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选举出席甘肃省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检查政府工作，确定今后工作任务；讨论《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草案)》。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根据省选举委员会的

指示，按照地区、人口、民族的实际情况，照顾到上、中层民主人士和基本群

众各个方面，本着民主协商精神，经过与会代表的充分酝酿，采用无记名投

票方式，选出甘南州出席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7名。

1955年6月，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从

此，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州各族人民才开始正式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行使自己的权力。随着1954年9月我国第一部《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对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做了比较完备的规定，明确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

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o”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

的规定，州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代表大会会议由本级人民政府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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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1955年至2003年6月共召开了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甘南州第一至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是按期召开的，但没有分次举行，每届只开了一次

会议o 1966年至1978年长达12年州人民代表大会中断召开，由于“文化大

革命”开始，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由“革命委员会”取代。直至1979年5月

才召开了全州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自甘南藏族自

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起，州人民代表大会按规定每届任期五年，每年至

少举行一次会议。从1980年4月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后，州人民

代表大会即由州人大常委会召集。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州人大常委会)，是甘

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它是根据1979年7月1日五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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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选举产生的。甘南藏族

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对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报告工作，常委会

会议由主任召集，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

构。至今州人大常委会已任期六届，即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

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州人大常委会的建立，是对地方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

改革，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和便于人民管理国

家事务，保障甘南州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坚持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积极推进依法治州进程做出了

重要贡献。并为我们今后开展人大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创造了良

好的工作基础，开创了人大工作史上的先河。



大事记





大事记 3

1949年

10月2日，东藏各部落会议在夏河召开。

12月20日，临潭县、卓尼县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临潭新城卓

尼县城召开。

12月25日，夏河县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向全国政协发出

了致敬电。

1950年

1月26日，西固县(现为舟曲县)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对剿

匪、肃特、反霸、减租减息做出了决议o

11月10日，夏河县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12月8日，卓尼县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主要任务

是深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1951年

7月2日，西固县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对“镇反”、“土

改”、抗美援朝、宣传婚姻法与征粮等做出决议。

10月1日，卓尼县第三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主要任务

是广泛讨论征收公粮，深入宣传抗美援朝，清匪肃特，建立基层政权。

1952年

6月16日，西固县第三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总结“三反”、“镇

反”经验，动员部署土改复查、整顿变工组o

12月25日，甘南藏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代表联谊会在夏河拉卜楞召开，

协商选举了甘南藏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1953年

6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委员(扩大)会议，决

定正式成立欧拉、洮源、舟曲3个县级行政委员会，后又将洮源改名为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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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改名为玛曲。

9月25日至30日，在夏河县拉卜楞召开了甘南藏族自治区第一次各族

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自治区人民政府。

1954年

7月27日至29日，在夏河县拉卜楞召开了甘南藏族自治区第二次各族

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出席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7名。

10月30日至11月30日，临潭县召开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听取并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传达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临潭县人民委

会成立o

1955年

1月20日，卓尼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卓尼县人民委员会成立。

4月4 la，舟曲县第一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舟曲行政委员会改名

舟曲县人民委员会。

6月10日，碌曲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碌曲县人民委员会成立o

6月12 FI，玛曲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玛曲县人民委员会成立。

6月25日至7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夏河县

卜楞葆禄堂召开。从此，建立了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7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区改称为甘南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区人

政府更名为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

1956年

6月，甘南州各机关单位由夏河迁入新址夏河县合作镇。

10月2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合作召

o

1958年

7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合作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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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选举了自治州州长、副州长，人民法院院长，出席甘肃省第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届全国人大第101次会议批准《甘南藏族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共4章39条，经共和国主席

令颁布实施。

1959年

1月25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夏河县，成立甘南藏族自治州辖德乌鲁市。

8月5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合作召

开。会议补选出席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名。

1960年

12月10日，龙迭县(现为舟曲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

开o

1961年

7月4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合作召

开。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州人民委员会、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改选了

州人民委员会委员、州长。

1962年

1月22日，迭部县人民委员会筹备成立o

1963年

7月20日至30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

合作召开。会议选举了州长、副州长，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选举出席甘肃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6人。

1965年

10月26日至11月6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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