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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概况

鼎城区(原常德县)位于湖南省北部，武陵山麓，沅水尾间，洞庭湖西南。东界汉寿，南邻桃江、安化，西抵桃源，西北接临澧，北连

澧县、津市，东北隔澧水望安乡。春秋战国时期属楚，为“楚巫中地”。西汉时期为索县、临沅皋，隶荆州武陵郡。三国初期属蜀，为蜀

汉亭侯关羽封地。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为武州治。宣帝太建七年(公元575年)改武州为沅州。隋灭陈废郡，改称朗州。
又并临沅、沅南、汉寿为武陵县。此时为公元583年。直到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改武陵为常德县。1988年常德市建立，改常德县

为常德市鼎城区。1995年。河{袱乡、丹洲乡、南坪岗乡、芦荻山乡、河{jc《镇、县渔场划归武陵园管辖。

本区东西宽69公里，南北长85公里，总面积为2400多平方公里。地势西北高，中间低，呈阶梯式过渡。西、南、北三面环山，广
大腹地坦夷。境内高差686米，比降率为1．5％。地貌类型多样，平原、丘陵、山地、水面兼有，以岗地平原为主。有耕地101．8万亩．

山林117万亩，水面70万亩。其中可养殖水面14万亩，是久享盛名的“鱼米之乡”，是全国的商品粮、棉、鱼生产基地，又是柑桔和油

茶等生产基地。 I
境内有沅江穿境而过，分为两半，俗有前河、后河之说。还有沧水、枉水、渐水，马家吉河、苏家吉河等河流68条，呈树枝状分布，

长991．8公里，流域面积为2518平方公里。年平均气温16．7℃，年日照有1531小时，无霜期遮260天。年降水量在1400毫米以上。
本区总人口89．75万人，分属汉、回、维等15个民族。其中，农业人口79．10万人。全园有33个乡镇，2个区属农林场，573个

村，52个居委会，6476个村民小组，270个居民小组。区政府所在地为武陵镇，常住人口6．7才多人，流动人口3．5万多人。

工业发展迅速，形成了建筑建材、棉麻纺织、机械电子、造纸印刷、竹木加工、采矿冶金、俐工等支柱工业体系。有几十个产品，

分获省优、部优、国优，畅销国内，远销欧、美、亚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矿产资源有石煤、；．i)X,fi、金钢石、黄金、钒等。山林资源

主要有杉、竹、药材等，并有深山含笑、猴欢喜、红豆杉、四季桂等名贵植物。 I
交通便利，水陆空四通八达。公路通车里程1000公里。武陵镇至益阳段为高速公路。雄9、207国道穿叉境内。石长铁路经过

雷公庙、石板滩、灌溪、石门桥、谢家铺等乡镇。水路有沅水，上溯沅陵、黔阳至贵州省，下汇洞庭湖入长江。北有澧水围萦，是省内主

要航道之一。其他河流亦有舟楫之利。常德飞机场座落在本区斗姆湖镇。可直达北京、海口、广州、深圳等地。
本区环境优美．人杰地灵。古为“湘西门户”，黔川咽喉。史称“四塞之国”。梁山、德山、辞山称鼎城三足。名胜古迹多．有“武陵

八景”。善卷古城、伏波遗庙、莱公甘泉、崔婆仙井、桔州晚霞、沧浪秋水、金牛夕照、鹤湖翔羽【)后河的柳叶湖和前河的花岩溪旅游

度假村，已名扬国内外。第八届亚洲皮划艇锦标赛于1999年9月在柳叶湖举行。

撰稿：张凤池

贾新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一

文承保

在举国上下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又欣逢我

区人大常委会成立20周年志庆。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经过半年

多的努力，编成了《鼎城人大志》一书。这本书的问世，为全区提供

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真是可喜可贺。借此机会，我向全区从事

人大工作的同志及辛勤编纂这本书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才是

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

度。我国《宪法》明文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权力

高于一切。人民行使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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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人大常委会成立于1979年1 1月，系全

国首批成立．是全省的三个试点县之一。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我

区的民主决策。民主治区，民主法制建设逐步加强．有力地推动了

全区两个文明建设。

盛世修志．地方志和部门志是传播优秀文化的重要体裁。

2000多年以前，我国就有编纂地方志的历史，宋朝以后形成了优

良的文化传统。区人大常委会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编修了

《鼎城人大志>。这部志是鼎城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一部反映鼎城民主政治建设的专志。这本书记录了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特别是区人大常委会成立20年来的重大活动。肯定了区人

大及其常委会发挥的依法行使决定、监督和任免权等霞大作用，是

对我区民主法制建设的如实记录。它的编修成功。有利于我们了



解过去和现在，展望未来，更好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我们

了解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民情、民意，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谋利益；

有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镜，更好地搞好民主决策和科学

决策；有利于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运用历史资料进行新旧对

比，向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不断提

高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更好地管理国家大事。

这部志的编成，对我区两个文明建设将起到很大作用。

读史可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全区各级党政机关

的同志，特别是人大的同志，不仅要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和业务知

识，还要学习历史知识；不仅要学习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更要学习

和了解本区的历史。《鼎城人大志》这本书，是我们学习和了解鼎

城人大历史的一本好书，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更好地指导我们鼎城

的依法治区工作。

(作者系中共鼎城区委书记)



序 二

周名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设立人大常委

会是我国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县人大常委会是1979年11月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选举产生的，到今天已整整20年了。这20年的历程。是机构

不断完善．力量不断充实，条件不断改善，权力不断显示，民主法制

不断加强的20年；是共产党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促进民主法

制建设，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作用大大发挥的20年；是“一府两院”

不断增强公仆意识．自觉接受监督，民主决策，依法行政的20年；

是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法制观念增强，主人翁意识提高。通过国家权

力机关当家作主的20年。这20年里，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不断完善，神州大地呈现出了勃勃生机，新中国进入了千帆竞发，

万马奔腾的改革开放时代。这20年，是新时代奋进的鼓点。

《鼎城人大志：》是一部反映鼎城区(原常德县)民主政治建设的
专志。它记叙了我区1954年成立人民代表大会以来的历史，特别

是重点记叙了人大常委会建立20年来的历史。在修编过程中，本

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详今略古，秉笔直书。

《鼎城人大志》共分lo章3l节17条附录，真实准确地记叙了

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建立以来开展政治建设的情况，是一部比较全

面的人大史料，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是一本民主政治建设的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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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值得所有关心民主政治建设的人们一读，特别是值得从事人大

工作和“一府两院”的同志一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增强权力机关

的意识。增强民主法制观念，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努力为人民服务。
《鼎城人大志》的编修成功，有利于我们了解过去和现在，展望

未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我们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情、

民意，认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更好地相信和依靠人民，密切

联系人民，为人民谋利益，真正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有利于我

们以史为镜，更好地实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也有利于积累和保

存地方文献，更好地建设民主政治，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历史的长河中。地方志、部门志，都是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的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自宋以来，修志已成为一个优良的文

化传统。《鼎城人大志》是盛世的必然产物，是总结人大历史经验，

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作用，以矫健的步伐，迈向2l世纪的

必然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将不断发展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将更加为人民群众
所拥护，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鼎城人大志》于1999年6月告一段落。它将作为向国庆50

周年的献礼，向全国县级人大常委会成立20周年的献礼，也作为
向澳门同胞回归祖国的见面礼。还要说明的是，参与修编的同志，

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用事实说话，值得赞扬。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本志匆匆编定，手头资料有限，因而难免有沧海遗珠之憾。望

读者关心它、爱护它，批评指正不足的地方，在今后续编时补充修

■o

我相信，浩瀚的卷帙，像长江、似黄河，源远流长，深邃广厚，只

要人大工作者辛勤耕耘，人大工作自然会开出鲜艳之花，结出丰硕
之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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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1、本志断限。上起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县参议会成立，(为

附录材料)。下至1999年6月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

议。

2、本志各章节，依照年代顺序排列，多数章节有附录材料，基

本上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

3、本志采用语体文。以直叙为主，用资料说话。言必及事，述

而不作。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4、本志采取章节表述方法，坚持详今略古．突出重点。兼顾一

般。

5、本志共lO章3I节17条附录，分为概述、大事记、代表产

生、常德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鼎城区(原常德县)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人大常委会会议、任免、人大常委会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信访

工作、对乡镇人大工作指导。

6、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党派、机构、职务、地名、均以当时

名称为准，如实记载，不作褒贬，不加政治性评论。

7、本志材料的主要来源是常德市、县(区)档案馆和本会综合

档案室。有些材料来源于省编资料和口碑材料。

8、本志统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在公元后注明民国。

9、在80年代后期．编修常德县志时．张凤池等主编过《常德县

人大志》断限时间为1988年，即常德县更名为鼎城区止。1999年

3月，为庆祝县(区)人大常委会成立20周年，张凤池、贾新民等负

责续编，并对《常德县人大志：}的一些史料进一步补充完善，定名为

《鼎城人大志>。



常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孟芝为《鼎城人大志》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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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常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曹儒国为《鼎城人大志》题词



区委书记文承保为《鼎城人大志》题词



区长肖朝进为《鼎城人大志》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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