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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秦友 仁
。

·

盛世修志。在我市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日趋完善的今天，编出《朝阳市人大志》，确是值得庆贺的事

情。编者邀我为志书写序，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人民群众才真正摆脱了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翻身成了国家的主

人，掌握了国家政权。我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历

史，就是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的历史。从

1945年“9．3"抗战胜利后，朝阳、凌源、建平、北票、建昌县和喀喇

沁左旗相继建立人民政权，到1950年各县旗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从1954年各县旗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到1959年建立省辖朝阳市，建立

朝阳市人民代表大会；从1963年底朝阳市撤销，市级人民代表大会停

止活动，到1984年9月恢复省辖市建制，恢复和建立地方国家权力

机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市人大常委会，我市的政权建设经历741年

的发展历史。这期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

程，但总的趋势，还是得到不断完善的。41年来的历史充分说明。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和旺盛的生命力的o
’

人民政权建立以来，我市的建制及所属各县的隶属关系几经变

化，有关人大工作的历史资料很不完整，这给编志带来了很大的团

’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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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但是，编志的同志们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遍

查了省，市，县档案馆，朝阳日报社以及河北省档案馆中有关记载

我市人大工作情况的全部史料，并广泛寻访了一些知情的老同志，

搜集到了一些珍贵史料，终于编出了这样一本十万余言的志书。这既

是对我市人大工作历史的系统总结，又对今后人大工作提供了可贵

的借鉴，应该说，这是对我市人大工作的一个重要贡献。
’

‘《、朝阳市人大志》基本上做到了资料翔实，内容完整，记述准

确，详略得当。但因史料所限，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疏漏之处在

所难免，还望读者批评指正o

(作者系朝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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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志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突出地方人大工作特色，力求做到

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内容 ， -。．．．

主要包括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和建设J t各县

(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和建设。同时，对朝

阳、北票、凌源、建平，建昌、喀左六县旗的初期政权建设、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以及市的建制变化等与人大工作有关的内容略

有涉及o-。
’

“一

三，断限． o ’， ，
，：一

上限1945年10月，下限1985年12月。 ．

四、体例
．，

⋯

采用编、章，节的结构形式，

，本裁和横排竖列的编篡方法。

五、文体．． ．

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

六、称谓

记、叙、志i图(照片)等志书

，

0。

数字采用目前通用的写法7c：

机构、部门和会议名称，一般用全称。出现频率高的名称，第

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在括弧内说明以后出现时的简称。

七、资料来源 ．、

主要是朝阳市档案馆、朝阳日报、省人大常委会资料室、河

北省档案馆，各县(市)区档案馆。‘ ． j，



概 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

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朝阳市人大志》忠实地记载了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在我市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我市；的建制及所辖六县的隶属关系几经变化，加之文化大革命

的严重破坏，我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历了一个曲折艰难的发展

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呷，建市前朝阳，北票、凌源、建平、建昌县和喀喇沁左旗(以

下简称“朝阳六县旗")建立人民政权以及各县人民代表会议、人

民代表大会产生，发展时期(1945年10月至1959年10月)o’

这一时期，朝阳六县旗先后隶属于原热河省和辽宁省锦州专员

公署管辖’，朝阳市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而存在。但各县旗

人民政权的形成’-发展，对后来建立朝阳市，建立人民权力机关，

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朝阳六县旗建立人民政权阶段。1945年“9．3”抗

战胜利以后，为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根据原热河省委的指

示，朝阳六县旗子9月至11月相继建立人民政府。由于这些人民政

府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当时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或类似于人民代表

大会的组织机构，所以本志只在“大事记炒中记述了各县旗人民政

府建立的日期o

第辜阶段，朝阳六县旗建立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阶段。

1946年6月至1947年12月，朝阳六县旗相继解放。嗣后，根据《中

一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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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和原热河省的具体部署，朝

阳六县旗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相继召开首届首次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虱]1954年，朝阳、北票，凌源，建平四县的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经历两届，建昌县，喀左旗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历了一届。

对此，本志在第四编中均给予专节记述‘ 』 ，

第三阶段，朝阳六县旗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发展阶段。1953

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决定和原热河省的具体部署，朝阳

六县旗于8月至12月相继进行了普选。人民群众以国家主人翁的姿

态，庄严地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利，选举自己信任的人当代表，组

成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意志的国家权力机关。从1954年3月

至1956年12月，各县旗(喀左旗于1958年1月改为喀左县)陆续召开

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止

(建平县人民代表大会持续到1968年12月)，各县人民代表大会

均经历了六届。，对此，本志亦在第四编中予以专节记述。

二、建立省辖朝阳市，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发展时期(1959

年如月至1964年2月)o

1958年12月，根据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变更的央定>)'将原

归锦州专员公署管辖的朝阳六县划出，单独组成省辖朝阳市，并根据

省政府的批复，朝阳市设双塔、铁西两区。’
‘。。

1959年6月，成立了朝阳市建市筹备委员会。此后，朝阳六

县，二区分别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 选出7359名市人大代表。

1959年10月18日召开了朝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自

此，朝阳市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而存在．朝阳市的人大工作由

此开始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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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9年10月朝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到1964年2月朝阳市撤

销，市人民代表大会历经三届，共召开三次人民代表大会。戬市人

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种国家形式，行使了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这段时间，正处于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初创阶段，有关的法律制度很不健全。最突

出的I'．-I题是·地方人大闭会期间没有一个常设的机构，不能保持人

大工作的连续性，无法实施对政府的经常性的监督和制约；人民代

表在闭会期间也无人组织他们开展活动，这些，都限制了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优越性的发挥o

作为我市人大工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展阶段，本志对这一时

期的人大工作作为第二编的第三章给予了比较详细的记述。

三、省辖朝阳市撤销，市人大工作中断。县级人大工作继续发展、

遭文化大革命破坏和再恢复发展时期(1964年2月至1984年9月)。

从1964年2月省辖朝阳市撤销到1984年9月恢复省辖朝阳市这

20年间，朝阳地区专员公署和行政公署作为省人’民委员会和省政府一

的派出机构，不设人民代表大会，市人大工作因此中断720年。对

此，本志在“大事记"中记载了朝阳市撤销与恢复的时间、建立朝

阳专区和朝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时间，简要记述了中共朝阳地委人

大工作联络处的工作情况。

这20年间，朝阳六县的人大工作经历了继续发展、遭“文化大

革命”破坏而中止：恢复发展三个阶段。对此，本志在第四编中做

了简要记述。

四，恢复省辖朝阳市、新建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工作逐步发

展、完善时期(1984年9月至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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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7月13日，辽宁省人民政府转发了国务院“关于设立省

辖铁岭，朝阳市的通知"，决定撤销原朝阳地区行政公署，撤销原县

级朝阳市，恢复设立省辖朝阳市。朝阳市除继续管辖朝阳六县外，

还在市区新设双塔，龙城两个区。8月至9月间，各县区相继召开

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了出席市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440名。

1984年9月16日至21日，召开了朝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 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朝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这

次代表大会为标志，朝阳市的人大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自1984年9月至1985年底，朝阳市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共召开了

两次会议，四届人大常委会共召开了8次会议，共听取和审议市人

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33项，通过决

议、决定19项，有力地促进了政府工作和民主法制建设，较好地发

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这段时间内，市人大常委会加强了

自身的机构，干部队伍和制度建设，并按市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了

整党活动，为此后更好地开展人大工作，奠定了较好的思想基础和

工作基础。

回顾我市人大工作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

． 管人大工作的发展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发展过程，但是，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还是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随着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人大工作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一个生动活勃的人大工作新局面即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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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喀左旗工作委员会。

称喀左旗)解放。

，宣布撤销中共热东、热巾、

旗直属热河省管辖。



‘』7

／

1949年

7月2日，凌源县县长王操犁，喀左旗农民王玉才，朝阳县羊

山区委书记宁振民，北票县农民鲍陈氏(女)被热河省人民代表会

议选为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11月5日，热河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召开县村人民代表会议

的指示"。

1 2月12日，建昌县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0年

1月25日，凌源县召开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月，朝阳县召开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3月5日，喀左旗召开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3月7日，建平县召开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3月11日，北票县召开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5月29日，在朝阳、北票．．建平，凌源、建昌、喀左等六县旗的

71名热河省人民代表参加热河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3年
‘

8—12月，朝阳各县旗开展基层代表选举工作。

‘

1954年

8月12日，在朝阳六县旗的热河省首届人大代表66人赴承德参

加热河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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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28日，全国人大代表，凌源县宋杖子先锋农业生产合

作社主任李耀先出席全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

1 955年，

2月2日，在朝阳六县旗的热河省首届人大代表赴承德参加热

河省首届人大二次会议。

6月4—9日，全国人大代表尔德尼到喀左旗视察工作。

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根据国务院建议，通过撤

销热河省的决议，将热河省所属行政区域，分别划归河北省、辽宁

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划归辽宁省的有朝阳、北票、建平，凌源、建

昌五县和喀左旗，原朝阳等六县旗的热河省首届人大代表即为辽宁

省首届人大代表。

， 1 1月26日--12月11日，在北票县的辽宁省首届人大代表10人，

视察桃花吐、西官营子等区农业生产情况o

1956年

5月27日一6月8日，在北票县的辽宁省人大代表9人视察了

该县朝阳寺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情况o

5月28日一6月8日，在朝阳县的辽宁省人大代表李永JIl，陈

文华等10人，视察了该县城镇部分工厂、商店，手工业社和大平

房，北四家子两个农业区的工作情况。

5月29日一6月10日，在建平县的辽宁省人大代表芦桂兰、青

逢瑞对该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情况进行了视察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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