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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麻栗坡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武

装斗争，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夺取并巩固了人民政权，获

得翻身解放。

我国的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

政治制度，它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我们这个

入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各族人民是国家和社

会的主人，享有广泛、真实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人民通过

民主选举，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集

中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麻栗坡县人民代表

大会志》的编纂，意在反映全县各族人民解放40多年来

这种民主权利实施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志是一种史料。《麻栗坡县人民代表大会志》是记载

麻栗坡县人民代表大会工作全过程的历史资料。它的编

纂和出版，对于研究总结县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历史经

验，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会起到一定的作

用。

该志从搜集资料、编纂至出版，无不凝聚着全体编纂

人员的心血。在此，我谨向为《麻栗坡县人民代表大会志》

编纂工作作出努力，以及给予积极支持的有关单位和同

志，表示衷心感谢!
‘

王秀光
· 199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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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 一、本志定名为《麻栗坡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简称麻

栗坡县人大志)。由述、记、志、图、表、录主要体裁构成；以

志为主体。全志除概述、大事记和附录外，共分7章34节

若干目。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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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事求是、存真求实为

基本要求，历史地、全面地记述麻栗坡县社会主义民主与

法制建设的进程。

三、本志上限自1948年6月起，下限至1993年4月

止。
。。

四、本志记叙的区域范围，按照行政区划的变动，以

当时麻栗坡县的行政辖区为准。称谓中的。村公所一、“办

事处一属乡镇所辖的行政村组织。 ，t

五、本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采用语体文进行编

写。
。

六、本志年号采用公元纪年。 ．

七、本志内的民族称谓，以1958年4月文山壮族苗族

自治州建立时为限，之前的以原民族称，之后的按民族归

系称。

八、本志内的统计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中

的数字一般用汉字。

九、本志对资料来源相同，少数数据不一致，考辨不



清的，编写时两说并存，以保持历史资料的原貌。

十、本志所记的麻栗坡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简称麻栗坡县人大常委会。

十一、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县档案馆和县人大常委会

办公室文．书档案资料，少数来自县党史研究室等有关部
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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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麻栗坡县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东与富宁

县连接，西与马关县毗连，南与越南接壤，北与西畴县、广南县柘

邻。国境线长达277公里。总面积为2334平方公里。设有8个乡、

1个民族乡、3个镇，62个村公所、32个办事处．1714个村民委员

会、2个街道居民委员会。居住着汉、苗、壮、瑶、彝、傣、蒙古、仡佬

等民族，1992年底总人口254246人，其中少数民族100471人，占

总人口的39．52％。

在民国时期，麻栗坡属特别区，直属省管辖，下设6个对汛和

1个中心区。东接广西那坡县，西接河口县，6个对汛都与越南接

壤，国境线长达438公里。总面积为3750平方公里，总人口17万。

号称八百里国防线。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麻栗坡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经过武装斗争，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得到翻身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

本政治制度，即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政权组织形式，以民主集中制为

组织原则，选举人民代表组成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

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并以权力机关为基础，建立全部国家机构，实

行人民当家作主。 r-

建国初期，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

普选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是各族各界人民参政议政的组织形式，由它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

职权。麻栗坡市自1950年8月至1954年11月，先后召开过五届

八次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共麻栗坡市委的领导下，麻栗

坡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消除历史

·1。



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动

员全市各族人民投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

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建设边疆、巩固国防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

用。

根据{：宪法》、《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在全市完成土

地改革的基础上。于1955年12月召开了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选举产生了县人民委员会。麻栗坡县属于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随着各项社会改革任务的完成，直至1956年才开始实行基层

普选。到1965年止，共进行了五次乡镇直接选举。县、乡(镇)两级

人民代表大会的建立，标志着全县人民政权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地方组织法》规定，县、乡(镇)人代会每届任期两年。从

1955年12月至1965年12月，县人民代表大会共召开过六届九

次会议，各乡镇(人民公社)也相继召开了人代会。这对于加强民族

团结，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起了

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处于建立初期，各项制

度还不完善，代表大会的工作程序也不规范。

1966年至197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社会主义民主

和法制遭到破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迫中断。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恢复，并有

了新的发展。1979年7月公布的《选举法》规定：。县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并实行差额选举。《地方组织法》规定；。县

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其性质属地方

国家权力机关。县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乡镇人民代表大
’

会每届任期两年(198i年改为三年)。按照上述规定，麻栗坡县于 ^

1980年6月进行了县级人大第一次直接选举。1980年9月县七届

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从

1980年6月开始至1993年3月止，共进行了五次县级直接选举。

·2． ，



举行过五届(第七届至第十一届)十三次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四

届(七至十届)县人大常委会举行过八十四次常委会会议。乡、民族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也依法按期举行了会议。由于县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认真依法

行使职权，对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

和法制建设，保卫祖国边疆，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

麻栗坡县县、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经历了建立、中断、恢

复并发展几个阶段，现仍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只要认真依法行使

各项职权，必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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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48．6—1993．4)

1948年

6月一9月 中共桂滇边工委根据中央在蒋管区发动农民开

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先后抽调五批干部组成武工队进入麻栗坡特
别区开展工作。

9月 中共麻粟坡特别区工委在越南岩脚成立．。郭芳任书记，
郑均任副书记。 ·

11月--12月 麻栗坡特别区的田蓬、董干、攀枝花、天保、玉

皇阁、茅坪等6个对汛(天保和猛硐为一个对汛)全部解放。之后，

成立了区一级的人民民主政府。

12月2日 深夜，麻栗坡特别区督办署少将督办谢崇琦率保

安队等200多人弃城逃跑。次日，武工队进入麻栗坡街，麻栗坡县

城获第一次解放。

同月上旬 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委派汪佩青到麻栗坡特别区督

办署任督办，企图恢复其反动统治。 。；

．

1949年
， ．

1月上旬在武工队围剿下，国民党督办汪佩青弃城逃跑，麻

栗坡县城第二次解放。

2月 中共滇东南工委在麻栗坡建立特别区人民民主政府筹

办处。郭芳兼任主任，梁惠为副主任。筹办处还发出了一号布告，
即：

。查本区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反动武装，已经我各路解放大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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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摧毁，本区人民自可逐步进入安乐幸福之境，地方秩序尤应即。

时照章维持，凡本区各地公共房舍、用品，军火、谷物等均不得任意

破坏、窃取和掩藏，不肖之徒亦不得趁机扰乱人民，如有故违．一经

查觉，定即重惩，决不姑宽；至于安分人民与积极参加工作之人员

及其家庭，本政府自应尽保护全责，决不使其受害，望各安居生活。

为妥l”

主任 郭芳

副主任 梁惠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

(公历1949年2月)

同月 桂滇边工委在麻栗坡召开干部会议，组建边纵主力团。

周楠传达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部队番号的决

定，并对滇东南地区的工作作了三点指示：一是清除地霸武装，消

灭顽固不化的地头蛇，凡可争取的继续争取；二是发动群众建立和

巩固各级政权，建立农会及民兵组织，进一步开展“反三征”(反征

兵、征粮、征税)，巩固扩大根据地；三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

思想建设，严明纪律，提高部队素质。

4月4日 桂滇黔边工委及滇东南工委在麻栗坡大坝太平庄

创办“滇桂边区工学”。校长饶华，学员400多人。
‘

6月3日 梁惠、秦先仪等21人宣誓为县人民政府组成人 。

员，建立了马列坡(麻栗坡)县人民民主政府。县长梁惠。

12日 秦先仪、陆开福、骆开渊被任命为副县长。

23日 护乡队和民兵围攻大坪小田杨兴国地霸武装三天三 ^

夜，击伤杨兴国。杨弹缺水绝，缴械投降。26日，项朝宗、依廷章率

匪100余人增援，杨兴国跟随逃跑，途中伤重死亡。

28日 广南布标匪首罗茂林率匪数百人袭击梁子街护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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