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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关于調整国务院所屬組織机构的决議

(一九六四年七月 二十二日 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二四次會議決議:

一、 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敎育部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敎育部。

二、 批准設立国家海洋局、 中国旅游 事业管理局和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 作

为国务院的直屬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决定签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

(布拉柴维尔)友好条约的

全权代表的决議

(一九六四年九月 十九 日 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二五次會議決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

奇为签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 (布拉柴维尔) 友好条约的全权代表。

· 3 (总 3 )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关于决定簽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里共和国

友好条约的全权代表的决議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 三 日 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二八次会議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

奇为签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里共和国友好条约的全权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

(布拉柴维尔) 友好条约的决議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 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會第一二九次会議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

果共和国 (布拉柴维尔) 友好条约。

4 (总 4 ) •



谊,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

(布拉柴维尔) 友好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刚果共和国 (布拉柴维尔) 总统 ,

願意保持和进一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 (布拉柴维尔 ) 之间的深厚友

深信, 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 (布拉柴维尔) 之间的友好合作 , 符合两

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有助于增进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并且有利于世

界和平,

为此目的 , 决定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结本条约。

第
―

条 缔约双方将保持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 (布拉柴维尔) 之间

第二

的和平友好关系。

缔约双方保証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 独立和領土完整。

第三 条约双方保証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双方之间的一切争端。

第四 条 缔约双方同意 , 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 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 内政的原

则 , 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

第五 条 本条约须经批准, 批准书应尽速在布拉柴维尔互换。

本条约 自互换批准书之 日 起生效, 有效期十年, 如在期滿前一年 , 缔约任

何一方未用书面通知另一方終止本条约 , 则本条约的有效期将自动 延长 十

年, 并依此法顺延。

本条约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二 日 在北京签 , 共两份, 每份都用中文和法文写成, 两

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权 代

刘少 奇

(签字)

国
表 刚果共和国 (布拉柴维尔)

全 权 代 表

阿方斯 · 马桑巴一代巴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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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约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批准, 刚果共和国

(布拉柴维尔) 总统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批准。 条约 自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 生

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关于設立物資管理部的決議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 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二九次會議決定設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资

管理部, 批准国务院撤銷国家物资管理总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委員会

关于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議的通知

各位代表 :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三四次會議決定: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議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 日 在北京召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于十二

月十八 日 以前报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6 (总 6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〇号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各級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委員會組織条例已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 日 第一三五次會議

批准, 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各級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的决議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二 日 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會第一三五次會議決議: 批准青海省果洛藏族 自

治州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制定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各級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

· 7 (总 7 ) 。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各級人民代表大会

和各級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二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三五次會議批准

第
-

第一章总則

条 果洛藏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 自治州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委員会

組織条例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五节制定。

第二 条 自治州設立下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

(一)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

(二) 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

(三) 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 (人民公社社員代表大会和人民公社

管理委員会) 。

第三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是自治州的 自治机关。 自治州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員会, 都是地方国家机关。

第四 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委員会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五 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中, 各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

的代表和人員。

第二章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 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七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

乡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社員代表大会 选举; 乡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

8 (总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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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条

第九条

社社員代表大会 代表 选民直接选举。

自治州各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依照选举法規定办理。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在 自治州内行使下列职权:

( 一 ) 保証法律、 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議的遵守和执行,

( 二 ) 根据宪法规定的权限, 依照自治州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特点,

制定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 报請青海省人民委員会轉报国务院提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 三 ) 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決議 ,

( 四 ) 依照法律規定的 自治州财政权限, 审查和批准預算和决算,

( 五 ) 保障自治州内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 保証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 加

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 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 自由 ,

( 六 ) 規划经济建設、 文化建設、 公共事业、 优抚工作和救济工作 ,

( 七 ) 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 , 决定組織自治州的公安部队 ,

( 八 ) 选举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的組成人員,

( 九 ) 选举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

( 十 ) 选举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十一) 听取和审查自治州人民委員会和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十二) 改变或者撤銷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决議和命令,

(十三) 改变或者撤銷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決議和下一级人民

委員会的不适当的决議和命令 ;

(十四)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第十 条 县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 一 ) 保証法律、 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議的遵守和执行,

( 二 ) 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決議 ,

( 三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

( 四 ) 規划经济建设、 文化建設、 公共事业、 优抚工作和救济工作,

9 (总 9 ) •



( 五 ) 审查和批准預算和决算 ,

( 六 ) 选举县人民委員會的組成人員 ,

( 七 ) 选举县人民法院院长,

( 八 ) 选举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九 ) 听取和审查县人民委員会和县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 十 ) 改变或者撤銷县人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決議和命令 ,

(十一) 改变或者撤銷下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 的決議和下級人民委員。

会的不适当 的決議和命令,

(十二)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 保障公民权利 。

第十一条 乡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社員代表大会 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 职

权:

( 一 ) 保証法律、 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議的遵守和执行,

( 二 ) 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決議,

( 三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

( 四 ) 批准畜牧业、 农业、 手工业的生产计划 , 决定人民公社事业和其

他经济工作的具体计划;

( 五 ) 規划公共事业 ,

( 六 ) 决定文化 、 教育 、 卫生、 优抚和救济工作的实施计划 ,

( 七 ) 审查财政收支,

( 八 ) 选举本级人民委員會的組成人員,

( 九 ) 选举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十 ) 听取和审查本級人民委員会的工作报告,

(十一 ) 改变或者撤銷本級人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決議和命令;

(十二 )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

第十二 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级人民委員会的組成人員和由它选出

的人民法院院长 。

第十三 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由本 人民委員会召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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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每年举行一次, 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每年举行两

次, 乡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社員代表大会 会議每年举行三至四次。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如果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提議, 可以临

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第十五 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选举主席团主持會議。

自治州 、 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設秘书长一人 , 副秘书长若干人 。 秘书长的

人选由主席团提名 , 由人民代表大会会議通过, 副秘书长的人选 主席团决

定。

第十六 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可以設立代表资格 审查委員

会、 議案审查委員會和其他需要設立的委員会, 在主席团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十七 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代表和主席团, 本级人民委員

会, 都可以提出議案。 向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提出的議案, 由主席

团提請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討論, 或者交付議案审查委員会审查后提請人民代

表大会会議討論。

第十八 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 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九 条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和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 由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联合提名或者单独提名。

自治州、 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和人民法院院长,

采用无記名投票方式: 乡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社員代表大会 选举本级

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 可以采用举手方式或者无記名投票方式。

第二十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使用藏 、 汉語言文字。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本级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

门負責人員和人民法院院长、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大会主席团同意的其他

人員可以列席。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代表向本 人民委员会或者本

級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门提出的质問, 经过主席团提交受质問的机关。

受质問的机关必须在會議中負責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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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的期间 , 非经主席

团同意不受逮捕或者审判, 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 执行拘留的机关必须

立即报請主席团批准。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的期间, 国家根据

需要給以往返的旅费和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和原选举单位或者选民保持密切联系,

宣传法律、 法令和政策, 协助本級人民委員会推行工作, 并且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自治州 、 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 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乡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社員代表大会 代表分工联系选民, 有代表三

人以上的居民地区或者生产单位可以組織代表小组, 协助本級人民委員会推

行工作。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 、 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乡 人民代表大会 (人

民公社社員代表大会 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随时撤換自己选出的

代表。 代表的撤換必须 由原选举单位 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或者由原选

区选民大会以出席选民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 由原选举单

位或者原选区选民补选。

第三章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即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 是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的执行机关 , 是青海省人民委員会领导下的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負責

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 都服从国

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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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十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員会分別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州长、 县长 、 乡长

(社长) 各一人 , 副州长、 副县长、 副乡长 (副社长) 各若干人和委員各若

干人組成。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名额:

(一)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十五人至二十五人 ,

(二) 县人民委員会九人至二十一人 ,

(三) 乡人民委員会 (人民公社管理委員会) 五人至十一人。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員会每届任期两年。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的組成人員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 由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补选。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在 自治州内行使下列职权:

( - ) 根据法律、 法令, 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決議, 命令和 自治州人

民代表大会的決議, 規定行政措施, 发布决議和命令, 并且审查

这些决議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 二 ) 主持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 三 ) 召集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向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議

案

( 四 ) 頜导所屬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委員会的工作 ,

( 五 ) 停止所屬各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議的执行;

( 六 ) 改变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 指示和下级人

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决議和命令;

( 七 ) 依照法律的規定办理有关行政区划的事项,

( 八 ) 依照法律的規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員,

( 九 ) 执行经济计划

( + ) 依照法律規定的权限管理财政, 执行預算,

( 十一 ) 管理自治州所屬地方国营工矿企业和商业 , 管理市場,

( 十二 ) 导畜牧业、 农业、 林业、 手工业生产和人民公社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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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 領导自治州的建設工作 ,

( 十四 ) 管理水利事业 ,

( 十五 ) 管理与发展自治州的交通运輸和公共事业 ,

( 十六 ) 管理稅收工作,

( 十七 ) 管理与发展自治州的文化 、 教育和卫生工作,

( 十八 ) 管理优抚、 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 ,

( 十九 ) 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管理公安部队,

( 二十 ) 管理兵役工作和民兵工作,

(二十一)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二十二)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 贯彻执行宗教信仰 自由 政策,

(二十三) 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三条 县人民委員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 一 ) 根据法律、 法令, 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決議, 命令和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决議, 規定行政措施, 发布决議和命令, 并且审查这些决

議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

( 二 ) 主持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 三 ) 召集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向县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議案,

( 四 ) 領导所屬各工作部门和下級人民委員会的工作,

( 五 ) 停止下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決議的执行,

( 六 ) 改变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 指示和下級人民

委員会的不适当的決議和命令,

( 七 ) 依照法律的規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員,

( 八 ) 执行经济计划 , 执行预算 ,

( 九 ) 頜导畜牧业、 农业、 林业、 手工业生产和人民公社事业,

( 十 ) 管理地方国营工矿企业和商业 , 管理市場,

(十一) 管理稅收工作,

(十二) 管理交通运输和公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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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管理水利工作 ,

(十四) 管理文化、 教育 、 卫生、 优抚、 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 ;

(十五) 管理兵役工作和民兵工作 ,

(十六)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十七)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贯彻执行宗教信仰 自由 政策,

(十八) 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四条 乡人民委員会 (人民公社管理委員会) 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 - ) 根据法律、 法令, 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決議, 命令和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决議, 发布决議和命令,

( 二 ) 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 三 ) 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議案,

( 四 ) 管理财政,

( 五 ) 导畜牧业、 农业、 林业、 手工业生产和人民公社事业以及其他

经济工作 ,

( 六 ) 管理公共事业,

( 七 ) 管理文化、 教育、 卫生、 优抚和救济工作 ,

( 八 ) 管理兵役工作和民兵工作 ,

( 九 )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 十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贯彻执行宗教信仰 自由 政策 ,

(十一) 办理上級人民委員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 县人民委員会会議每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举行一次, 乡人民委員会

(人民公社管理委員会 会議每月举行一次, 在必要的时候都可以临时举行。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可以邀請有关人員列席。

自治州 、 县人民委員会举行會議的时候, 本级人民法院院长、 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可以列席。

第三十六条 州长、 县长、 乡长 (社长) 分別主持各級人民委員会会議和人民委員会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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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州长、 副县长、 副乡长 (副社长 ) 分別协助州长、 县长、 乡长 (社长 )

工作。

州长、 县长、 乡长 (社长 ) 为处理日常工作, 可以召开行政會議。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設立民政、 财政、 税务、 粮食、 工业交通、 商业 、 畜

牧、 农林、 文教卫生、 公安、 计划、 体育等局、 处或者委员会, 并且設立办

公室。 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設立其他工作部门。

第三十八条 县人民委員会按照需要可以設立民政、 公安、 计划、 财政、 税务、 粮食、

工业交通、 商业、 农牧、 文教卫生等科、 局 (所 ) 或者委員会, 并且可以設

立办公室。

第三十九条 乡人民委員会 (人民公社管理委員会 按照需要可以設立民政、 治安、 武

装、 生产、 财粮、 文教卫生等工作委員会, 吸收乡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

社員代表大会 代表和其他适当的人員参加。

第四 十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員会的工作部门的設立、 增加、 減少或者合并, 由本级

人民委員会报請上一級人民委員会批准。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和县的各局、 处、 科、 委員会, 分別設局长、 处长 、 科长、 主任,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設副职。 办公室設主任,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設副主任。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 秘书长一人 , 副秘书长一人至二人 。 秘书长 协助 州

长、 副州长办理 日常工作, 副秘书长协 秘书长工作。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員会的各工作部门, 受本级人民委員会的统一领导, 并

且受上级人民委員会主管部门的领导。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 县人民委员会的各工作部门, 在本部门的业务范围内 , 根据法律

和法令, 人民委員会的决議和命令, 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主管部门的命令和指

示, 可以向下級人民委員会主管部门发布命令和指示。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 县人民委员会应当协助設立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屬于 自己管理的国

家机关、 国营企业进行工作, 并且监督它們遵守和执行法律、 法令和政策,

但是无权干涉它們的业务。

第四十五条 自治州所屬各县人民委員会在必要的时候, 经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报 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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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委員会批准, 可以設立若干区公所, 作为它的派出机关。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員会及其所屬各工作部门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使用藏、

汉語言文字。

第四章 附則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議通过, 报 青海省人民委員会 报国务

院提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一号

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會組織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 F 五次會議批

准, 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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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关于批准

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和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的决議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二 日 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三五次會議決議: 批准贵州省镇宁布依族

苗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制定的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代

表大会和人民委員會組織条例。

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二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員会第一三五次會議批准

第一章总則

第 条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 自治县)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會組

-

織条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五节的規定制定。

第二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是自治县的 自治机关。

第三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四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中 , 各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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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第五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人民公

社、 大跃进三面红旗, 领导各民族人民艰苦奋斗, 奋发图强, 共同建設社会

主义。

第六 条 自治县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各民族人民必须团结互助、 互相尊重語言文

字、 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 。

第七 条 自治县的 自治机关在举行会議和执行职务的时候, 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 一

种或者几种語言文字。

第二章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第八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由所屬乡 、 镇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社員代表

大会 选举。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依照选举法規定

办理。

第十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代表连选连任。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在 自治县内行使下列职权:

( - ) 保証法律、 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議的遵守和执行,

( 二 ) 根据宪法规定的权限, 结合自治县的特点, 制定自治县的 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 , 报请贵州省人民委員會轉报国务院提請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員会批准,

( 三 ) 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決議,

( 四 ) 規划经济建設、 文化建設、 公共事业、 优抚工作和救济工作;

( 五 ) 依照法律規定的 自治县的财政权限, 审查和批准預算和决算,

( 六 ) 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 决定組織 自治县的公安部队 ,

( 七 ) 选举自治县县长、 副县长和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委員

( 八 ) 选举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

( 九 ) 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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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 听取和审查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和自治县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十一) 改变或者撤銷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決議和命令,

(十二) 改变或者撤銷所屬乡 、 镇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社員代表大

会) 的不适当的决議和乡 、 镇人民委員会 (人民公社管理委員会)

的不适当 的決議和命令;

(十三)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十四) 保障各民族妇女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 、 社会的 和家庭的生

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

第十二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和自治县人民法

院院长 , 有权撤換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由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召集。

第十四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每年举行两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如果认为必要

或者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提議, 可以临时召集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第十五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选举主席团主持會議。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設秘书长一人 , 副秘书长若干人。 秘书长的人选

由主席团提名, 由 人民代表大会会議通过 副秘书长的人选 主席团决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設秘书处, 在秘书长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十六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設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員会、 議案审

查委員会和其他需要設立的委員会, 在主席团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代表和主席团, 自治县 人民 委員

会, 都可以提出議案。 議案由主席团提請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討論, 或

者交付議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提請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討論。

第十八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 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九 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和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 由 自治县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联合提名或者单独提名。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自治县人民

委員會組成人員和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 , 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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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員、 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代表向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或者 自治

县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门提出的质問, 经过主席团提交受质 的机关。

受质問的机关必须在會議中負責答复。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期间, 非经主席团同意

不受逮捕或者审判, 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 , 执行拘留的机关必须立即报

請主席团批准。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期间 , 自治县根据需要

給以往返的旅费和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和原选举单位保持密切联系, 宣传法律、 法

合和政策 , 协助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推行工作, 并且向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

員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有权随时撤換 自己选出的代表。 代表

的撤換必须 由原选举单位 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 并且报告自治县人民委

員会。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 由原选举单位补

选。

第三章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即 自治县人民政府, 是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的 执行 机

关, 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 国家行政机关, 服从国务院。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受贵州省人民委員会的直接领导, 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

会和贵州省人民委員會負責并且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接受贵州省人民委員会派出机关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由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长一人 , 副县长若干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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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若干人組成。

第三 十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每届任期两年, 其組成人員连选得连任。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的組成人員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 由 自治县人民代

表大会补选。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在自治县内行使下列职权:

( 一 ) 根据法律、 法令,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和上级国家行政机

关的决議和命令, 規定行政措施, 发布决議和命令 , 并且审查这些

決議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 二 ) 主持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

( 三 ) 召集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向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提出 議

案,

( 四 ) 領导所屬各工作部门和乡 、 镇人民委員会 (人民公社管理委員

会) 的工作 ,

( 五 ) 停止乡 、 镇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社員代表大会) 的不适当 的

決議的执行,

( 六 ) 改变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 指示和乡 、 镇人

民委員会 (人民公社管理委員会) 的不适当 的決議 , 命令和指示 ,

( 七 ) 依照法律的規定, 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員,

( 八 ) 执行国家经济计划

( 九 ) 依照法律規定的权限, 管理财政 , 执行預算;

( 十 ) 巩固集体经济 , 发展农业、 林业、 畜牧业 、 副业 、 渔业、 手工业

生产以及水利事业和合作事业,

(十一) 管理市場, 管理与发展地方国营工商业 , 领导私营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

(十二) 管理 收工作,

(十三) 管理与发展交通运输和公共事业,

(十四) 管理与发展文化 、 教育、 卫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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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管理优抚、 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 ,

(十六) 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 管理 自治县的公安部队,

(十七) 管理兵役工作和民兵工作,

(十八)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十九)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

(二十) 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会議每月举行一次,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临时举行。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举行會議的时候, 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和自治县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可以邀請有关人員列席。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县长主持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会議和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的工作。 副县

长协助县长工作 。

县长为处理日常工作, 可以召开行政會議。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按照需要設立民政、 人事劳动、 公安、 农林、 水电 、 粮

食、 工交、 计划、 统计、 财政、 税务、 商业、 文教、 卫生等局、 科或者委員

会, 并且設立办公室。

第三十五条 各局、 科、 委員会分別設局长 、 科长、 主任,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設副职。

局长、 科长、 主任主持本部门的工作。 办公室 主任,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設

副职。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按照需要設立区公所 。 区公所是 自治县人民委员会的派

出机关 , 在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的直接领导下, 負責指导和监督乡 、 镇人民委

員会 (人民公社管理委員会) 的工作。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的工作部门和区公所的設立, 增加、 減少或者合并, 由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报請贵州省人民委員会批准。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门 , 受 自治县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 并

且受上级人民委員會主管部门的领导。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应当协助設立在 自治县內不屬于 自治县管理 的 国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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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进行工作 , 并且监督它們遵守和执行法律、 法

合和政策, 但是无权干涉它們的业务。

第四 十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按照实际需要和可能 , 拟定所屬各工作部门 的 人員 編

制, 报請贵州省人民委員会核准。

第四章 附 則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通过, 报请贵州省人民委員会轉报国务

院提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二号

广东省连山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會組織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 日 第一三五次 会議批

准, 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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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批准

广东省连山僮族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
会

和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的决議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二 日 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三五次會議決議: 批准广东省连山 族瑤

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制定的广东省连山 族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

会和人民委員會組織条例。

广东省连山僮族瑤族自治县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二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員会第一三五次會議批准

第一章 总 則

第一 条 连山僮族瑤族 自治县 (以下簡称 自治县)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組織

条例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五节的規定制定。

第二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是 自治县的 自治机关 , 是地方 国家 机

关。

第三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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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中 , 自治县内的 族、 瑤族和汉族等各

民族, 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和人員。

第二章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县一级国家权力机关。

第六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由 乡 、 镇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社員代表大

会) 选举。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依照选举法的規定办理。

第七 条 凡自治县的年滿十八岁的公民, 不分民族、 种族、 性别、 职业 、 社会 出

身、 宗教信仰、 教育程度、 财产状况、 居住期限,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是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 。

第八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 代表连选得连任。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保証国家法律、 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議的遵守和执行 ;

( 二 ) 根据宪法規定的权限, 按照 自治县内各民族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

特点, 制定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

会批准,

( 三 ) 监督自治县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实施;

( 四 ) 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決議,

( 五 ) 規划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 文化建設 、 公共事业、 优抚工作和救济

工作 ,

( 六 ) 依照国家法律規定的财政权限, 审查和批准預算、 决算 ,

( 七 ) 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 决定組織 自治县的公安部队 ,

( 八 ) 选举自治县人民委員會的組成人員,

( 九 ) 选举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 ,

( 十 ) 选举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十一) 听取和审查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和自治县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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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改变或者撤銷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決議和命令 ,

(十三) 改变或者撤銷下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議和下级人民委員

会的不适当 的決議和命令,

(十四)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

(十五) 保障自治县内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十六) 保障各民族妇女在政治上、 经济上、 文化上享有同等的权

利。

第十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和自治县人民法

院院长。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由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召集。

第十二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每年举行两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如果认为必要

或者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提議, 可以临时召集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第十三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选举主席团主持會議。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設秘书长一人 , 副秘书长若干人 。 秘书长的人选

由主席团提名 , 由人民代表大会会議通过 , 副秘书长的人选 主席团决定。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可以設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員会、 議

案审查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設立的委員会。各委員會 主席团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代表和主席团 , 自治县 人民委員

会, 都可以提出議案。 向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提出的議案, 由 主席团提

請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討論, 或者交付議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提請人民代表大

会会議討論。

第十六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 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 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以及出席省人民代表大

会的代表的人选, 由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合提名或者单独提名。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自治县人民委員會組成人員 、 自治县人民法院院

长和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 采用无記名投票方式。

第十八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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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員和 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经过主席团

同意的其他人員可以列席。

第十九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代表向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或者人民

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门提出的质 , 经过主席团提交受 問的机关。 受质問

的机关必须在會議中負責答复。

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的期间 , 非经主席团同

意不受逮捕或者审判, 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 执行拘留的机关必须立即

报請主席团批准。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的期间 , 自治县根据需

要給以往返的旅费和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 对各少数民族代表的生活习惯,

給予适当照顾。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和原选举单位保持密切联系, 宣传 国家 法

律、 法令和政策, 协助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推行工作, 并且向人民代表大会和

人民委員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选举单位的监督, 原选举单位有权随时撤換

自己选出的代表。 代表的撤換必须由原选举单位 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 由原选举单位补

选, 并且报告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发给代表当选証书。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可以使用僮族、 瑤族、 汉族的語言

和汉族、 僮族的文字。 会議应当为各民族代表准备必要的翻譯。

第三章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即 自治县人民政府, 是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的 执行机

关, 是县一级国家行政机关。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受省人民委員会的领导, 对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省人

民委員会負責并报告工作 , 并且接受省人民委員会的派出机关 (专员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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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和监督。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服从 国务

院。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由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长一人 , 副县长若干人和

委員若干人組成。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的名额为九人至二十一人。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每届任期两年。 县长、 副县长和委員连选连任。

自治县人民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 由 自治县人民代

表大会补选。

第三 十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 一 ) 根据国家法律、 法令, 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決議, 命令, 自治县

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 自治县自治条例、 单行条例 , 規定行政措

施, 发布决議和命令, 并且审查这些决議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 二 ) 主持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 三 ) 召集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向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提出 議

案;

( 四 ) 領导所屬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委員会的工作,

( 五 ) 依照国家法律規定的权限, 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員 ;

( 六 ) 停止下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議的执行;

( 七 ) 改变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 指示和下级人民

委員会的不适当的决議和命令;

( 八 ) 依照国家法律規定的权限, 管理财政, 执行預算

( 九 ) 执行经济计划, 管理市場, 管理地方国营工业和商业 ,

( 十 ) 领导农业、 林业 、 畜牧业、 手工业生产以及互助合作事业和人民

公社事业,

(十一) 管理稅收工作,

(十二) 管理水利、 交通和公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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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管理文化、 教育 、 卫生、 体育、 优抚 、 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 ,

(十四) 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 管理 自治县的公安部队 ,

(十五) 管理兵役工作和民兵工作,

(十六)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 保障公民权利;

(十七)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十八) 管理民族事务、 宗教事务和华侨事务工作 ;

(十九 ) 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会議每月举行一次,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临时召开 。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 自治县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 , 并且可以邀請有关人員列席 。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县长主持人民委員会会議和人民委員会的工作, 副县长协助县长工

作。

县长为处理日常工作, 可以召开行政會議。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會設立办公室。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按照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規定和 自治县的需要, 設立若

干科、 局 、 室和工作委員会。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的工作部门的設立 、 增加、 減少或者合并, 由 自治县人

民委員会报 省人民委員会批准。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委員会的统一领导, 并且受上级人

民委員會主管部门的领导。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应当协助設立在 自治县内不屬于 自己管理的国家机关、

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进行工作, 并且监督它們遵守和执行国家法律、 法

令、 政策, 但是无权干涉它們的业务。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在必要的时候, 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 可以設立若干区

公所或者区办事处, 作为派出机关 。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及其所屬各工作部门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可以使用 僮

族、 瑤族、 汉族的語言和汉族 、 僮族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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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則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通过, 报请广东省人民委

員會轉报国务院提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三号

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會組織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 日第一三五次会議批

准, 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内蒙古自治区鄂溫克族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

和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的决議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二日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三五次會議決議: 批准内蒙古自治区鄂溫

克族 自治旗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制定的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代

表大会和人民委員會組織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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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二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員会第一三五次會議批准

第

第

-

第一章总則

条 鄂溫克族自治旗 (以下简称 自治旗)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會組織条

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五节制定。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是自治旗的 自治机关, 是地方 国家 机

关。

第三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四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中, 各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和

人員。

第二章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是县一级国家权力机关。

第六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由 苏木、 民族苏木、 镇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

社社員代表大会) 选举。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 依照选举法規定。

第七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第八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在自治旗内行使下列职权 :

( - ) 保証法律、 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議的遵守和执行,

( 二 ) 根据宪法规定的权限, 依照自治旗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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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 报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員会轉报国务

院提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 三 ) 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決議,

( 四 ) 在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的统一指导下, 根据本地区的特点, 规划

经济建設、 文化建設、 公共事业、 优抚工作和救济工作,

( 五 ) 依照法律規定的 自治旗财政权限, 审查和批准預算和决算,

( 六 ) 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 决定組織自治旗的公安部队 ,

( 七 ) 选举自治旗人民委員会的組成人員,

( 八 ) 选举自治旗人民法院院长 ,

( 九 ) 选举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十 ) 听取和审查自治旗人民委員会和自治旗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十一) 改变或者撤銷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的不适当 的决議和命令 ;

(十二) 改变或者撤銷苏木、 民族苏木、 镇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社員

代表大会) 的不适当的決議和人民委員会 (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的不适当的決議和命令,

(十三)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

(十四)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第九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 自治旗人民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和自治旗人民

法院院长。

第十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由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召集。

第十一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每年举行一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提議, 可以临时召集自

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第十二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选举主席团主持會議。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設秘书长一人 , 副秘书长若干人 。 秘书长的人选

由主席团提名 , 由人民代表大会会議通过; 副秘书长的人选由主席团决定。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谈的时候, 設立大会秘书处, 在秘书长的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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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工作。

第十三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可以設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議

案审查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設立的委員会, 在主席团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十四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代表和主席团, 自治旗 人民 委員

会, 都可以提出議案。

向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提出的議案, 由主席团提請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討論, 或者交付議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提請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討論。

第十五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 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六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和自治旗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 由 自治旗人民

代表大会联合提名或者单独提名。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自治旗人民委員會組成人員和自治旗人民法院院

长, 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第十七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使用鄂温克族語言和自治区內通用

的語言文字, 其他民族代表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

第十八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举行 会議的时候,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门

負責人員和 自治旗人民法院院长、 自治旗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主席团同意

的其他人員 , 都可以列席。

第十九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代表向 自治旗人民委员会或者自治

旗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门提出的质問, 经过主席团提交受质問的机关。

受质問的机关必须在會議中負責答复。

第二十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的期间 , 非经主席团同

意不受逮捕或者审判, 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 , 执行拘留的机关必须立即

报請主席团批准。

第二十一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的期间 , 国家根据需要

給以往返的旅费和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

第二十二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和原选举单位保持密切联系, 宣传法律、 法

合和政策, 协助自治旗人民委員会推行工作, 并且向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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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員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第二十三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有权随时撤換自己选出的代表。 代表

的撤換必须由原选举单位 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四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 由原选举单位补

选。

第三章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

第二十五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即 自治旗人民政府, 是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 的 执行机

关, 是县一级国家行政机关。

第二十六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受內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員会的领导, 对 自治旗人民代表

大会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員会負責 报告工作, 并且接受自治区人民委員

会的派出机关的指导和监督。

院。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 服从国务

第二十七条 自治旗人民委员会由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旗长一人 , 副旗长若干人和

委員若干人組成。

第二十八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每届任期两年。

自治旗人民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 由 自治旗人民代

表大会补选。

第二十九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在 自治旗内行使下列职权 :

( - ) 根据法律、 法令、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和上級国家行政

机关的决議、 命令, 規定行政措施, 发布决議和命令, 并且审查

这些决議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 二 ) 主持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 三 ) 召集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向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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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四 ) 頒导所屬各工作部门和苏木、 民族苏木、 镇人民委員会 (人民

公社管理委員会) 的工作,

( 五 ) 停止苏木、 民族苏木、 镇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社員代表大

会) 的不适当的決議的执行,

( 六 ) 改变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 指示和苏木、

民族苏木、 镇人民委員会 (人民公社管理委員会) 的不适当的决

議和命令:

( 七 ) 依照法律的規定, 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員:

( 八 ) 执行经济计划,

( 九 ) 依照法律規定的 自治旗财政权限, 管理财政, 执行預算,

( + ) 管理市場、 管理所屬国营工商业 , 领导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

( 十一 ) 領导和組織畜牧业、 农业、 手工业生产和集体经济事业,

( 十二 ) 頜导森林经营、 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等工作,

( 十三 ) 管理水利工作 ,

( 十四 ) 管理交通和公共事业 ,

(十五 ) 管理 工作,

( 十六 ) 管理文化、 教育、 卫生和体育工作 ;

( 十七 ) 管理优抚、 复具安置、 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 ,

( 十八 ) 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 与管理自治 的公安部队 ,

( 十九 ) 管理兵役工作和民兵工作,

( 二十 )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

(二十一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帮助 自治旗内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方建立民族苏木, 帮助其他少数民族发展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建

設事业

(二十二 ) 办理上級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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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十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会議每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举行一次 , 在必要的时候, 可

以临时举行。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举行會議的时候, 可以邀請有关人員列席。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举行會議的时候, 自治旗人民法院院长、 自治旗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的各项决議须由人民委員會組成人員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一条 自治旗旗长主持自治旗人民委員会会議和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的工作。 副

长协助旗长工作。

旗长为处理 日常工作 , 可以召开行政會議。

第三十二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按照需要設立民政、 牧业 、 财政、 文化教育、 卫生、 统

计、 人事 、 民族事务等科, 公安、 粮食、 税务、 工商等局和计划委员会, 井

且設立办公室。

第三十三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的工作部门的設立、 增加、 減少或者合并, 由 自治旗人

民委員会报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批准。

第三十四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各科、 局、 委員会分別設科长、 局长、 主任, 在必要的

时候可以設副职。

办公室設主任,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設副职。

第三十五条 自治旗人民委员会的各工作部门受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统一领导, 并且受上

級人民委員會主管部门的领导。

第三十六条 自治旗人民委员会应当协助設立在自治旗內不屬于 自己管理的 国家机关、

国营企业进行工作, 并且监督它們遵守和执行法律、 法令和政策 , 但是无权

干涉他們的业务。

第三十七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及其所屬各工作部门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使用鄂溫克族

語言和自治区内通用的語言文字。

第四章 附則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经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会議通过, 报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員会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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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务院提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四号

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會組織条例已由 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 日第一三五

次会議批准, 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委員会美于

批准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會組織

条例 的 决議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二 日 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三五次會議決議 : 批准内蒙古自治区莫力

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制定的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會組織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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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二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員会第一三五次會議批准

第一章总則

第 -
―

条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以下简称自治旗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

組織条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五节制定。

第二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是 自治旗的 自治机关, 是地方 国家机

关。

第三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四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中, 各民族都应当有适当 的代表和

人員。

第二章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是县一级国家权力机关。

第六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由 自治旗所屬各嘎查、 民族嘎查、 镇人民代表

大会 (人民公社社员代表大会 选举。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 依照选举法規定。

第七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第八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在自治旗内行使下列职权:

( 一 ) 保証法律、 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議的遵守和执行 ,

( 二 ) 根据宪法規定的权限, 依照 自治旗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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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 报請內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員会轉报国务

院提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批准,

( 三 ) 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決議,

( 四 ) 在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的统一指导下, 根据本地区的特点, 规划

经济建设、 文化建設、 公共事业、 优抚和救济工作 ,

( 五 ) 依照法律規定的 自治旗财政权限, 审查和批准預算和决算 ,

( 六 ) 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 决定組織自治旗的公安部队 ,

( 七 ) 选举自治旗人民委員会的組成人員,

( 八 ) 选举自治旗人民法院院长,

( 九 ) 选举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 + ) 听取和审查自治旗人民委員会和自治旗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十一 ) 改变或者撤銷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决議和命令 ,

(十二) 改变或者撤銷下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決議和下級人民委員

会的不适当的決議和命令;

(十三)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

(十四)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第九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有权 自治旗人民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和自治旗人民

法院院长。

第十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由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召集 。

第十一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每年举行两次。

自治旗人民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提議, 可以临时召集 自

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第十二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选举主席团主持會議。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設秘书长一人 , 副秘书长若干人。 秘书长的人选

由主席团提名 , 由人民代表大会会議通过 , 副 秘书长的人选由主席团决定。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設立大会秘书处, 在秘书长的頜导

下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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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谈的时候, 可以設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員会、 議

案审查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設立的委員会, 在主席团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十四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谈的时候, 代表和主席团 , 自治旗 人民委員

会, 都可以提出議案。

向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提出的議案, 由 主席团提請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討論, 或者交付議案审查委員会审查后提請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討論。

第十五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 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六 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會組成人員和自治旗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 由 自治旗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联合提名或者单独提名。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自治旗人民委員會組成人員、 自治旗人民法院院

长, 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第十七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使用达斡尔族語言和自治区内通用

的語言文字, 其他民族代表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

第十八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谈的时候,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门

負責人員和自治旗人民法院院长、 自治旗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主席团同意

的其他人員可以列席。

第十九 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谈的时候, 代表向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或者 自治

旗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门提出的质問, 经过主席团提交受质 的机关。

受质問的机关必须在會議中負責答复。

第二十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的期间 , 非经主席团同

意不受逮捕或者审判, 如果因为是現行犯被拘留, 执行拘留的机关必须立即

报請主席团批准。

第二十一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的期间 , 国家根据需要

給以往返的旅费和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

第二十二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和原选举单位保持密切联系, 宣传法律、 法

合和政策 , 协助自治旗人民委員会推行工作 , 并且向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和

人民委員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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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 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第二十三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有权随时撤換 自己选出的代表, 代表

的撤換必须由原选举单位 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四条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 由原选举单位补

选。

第三章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

第二十五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即 自治旗人民政府, 是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 的 执行 机

关, 是县一级国家行政机关。

第二十六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受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員会的领导, 对 自治旗人民代表

大会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員會負責 报告工作, 并且接受自治区人民委員

会的派出机关的指导和监督。

院 。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服从 国务

第二十七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由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旗长一人 , 副旗长若干人和

委員若干人組成。

第二十八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每届任期两年。

自治旗人民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 由 自治旗人民代

表大会补选。

第二十九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在自治旗内行使下列职权:

( 一 ) 根据法律、 法令、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和上级国家行政

机关的决議、 命令, 規定行政措施, 发布决議和命令 , 并且审查

这些决議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二 ) 主持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 三 ) 召集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向 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議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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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領导所屬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

( 五 ) 停止下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議的执行,

( 六 ) 改变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 指示和下級人

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决議和命令;

( 七 ) 依照法律的規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員,

( 八 ) 依照法律規定的 自治旗财政权限, 管理财政, 执行預算,

( 九 ) 执行经济计划

( + ) 管理市場, 管理所屬国营工商业 , 领导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

( 十一 ) 領导和組織农业、 畜牧业、 手工业生产和集体经济事业,

( 十二 ) 領导森林经营、 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等工作,

( 十三 ) 管理水利工作,

( 十四 ) 管理交通和公共事业 ,

( 十五 ) 管理 工作,

( 十六 ) 管理文化、 教育、 卫生和体育工作,

( 十七 ) 管理优抚、 复具安置、 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 ,

( 十八 ) 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 組織和管理 自治旗的公安部队 ,

( 十九 ) 管理兵役工作和民兵工作 ;

( 二十 )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二十一)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帮助 自治旗内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方建立民族嘎查, 帮助其他少数民族发展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建

設事业 ,

(二十二) 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 十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会議每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举行一次,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

临时举行。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举行會議的时候, 可以邀請有关人員列席。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举行会谈的时候, 自治旗人民法院院长、 自治旗人民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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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的各项决議须由人民委員會組成人員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一条 自治旗旗长主持人民委員会会議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副旗长协助 长工

作。

长为处理日常工作 , 可以召开行政會議。

第三十二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按照需要設立民政、 卫生、 农林水利、 工业交通、 文

化教育、 财政、 商业、 粮食、 公安、 计划等科、 局或者委員会, 并且設立办

公室。

第三十三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的各工作部门的設立、 增加、 減少或者合并, 由 自治旗

人民委員会报請內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員会批准。

第三十四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各科、 局、 委員会, 分別設科长、 局长、 主任, 在必要

的时候可以設副职。

办公室設主任,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設副职。

第三十五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的各工作部门受 自治旗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 并且受

上級人民委員会主管部门的领导。

第三十六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应当协助設立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屬于 自己管理的国家机

关、 国营企业进行工作 , 并且监督它們遵守和执行法律、 法令和政策 , 但是

无权干涉它們的业务。

第三十七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在必要的时候, 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員会的批准, 可

以設立若干 图克 (区 ) 公所 , 作为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的派出机关。

第三十八条 自治旗人民委員会及其所屬各工作部门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使用达斡尔族

語言和自治区内通用的語言文字。

第四章 附則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经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会議通过 , 报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員会

报国务院提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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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五号

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會組織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一三五次会議批准, 现

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批准云南省 边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和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的决議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二 日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三五次會議決議 : 批准云南省屏边苗族 自

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制定的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

委員會組織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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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二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員会第一三五次会議批准

第

第一章总則

条 屏边苗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自治县)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會組織条

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五节的規定, 结合 自治县的具体情况

第

制定。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是自治县的 自治机关, 是地方 国家机

关。

第三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二章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县一级国家权力机关。

第五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由 自治县所屬乡 、 镇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

社員代表大会) 选举。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 依照选举法的規定办理。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中 , 自治县内各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第六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 代表可以连选连任。

第七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在自治县内行使下列职权:

( 一 ) 保証国家法律、 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議的遵守和执行 ,

( 二 ) 根据宪法规定的权限, 按照 自治县的特点, 制定 自治县的 自治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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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单行条例, 逐级 报国务院提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批准,

( 三 ) 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議,

( 四 ) 依照法律規定的权限, 审查和批准自治县的财政预算和决算,

( 五 ) 规划经济建設、 文化建設、 公共事业、 优抚工作和救济工作,

( 六 ) 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 决定組織自治县的公安部队,

( 七 ) 选举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

( 八 ) 选举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 ,

( 九 ) 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十 ) 听取和审查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和自治县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十一) 改变或者撤銷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決議和命令,

(十二) 改变或者撤銷乡 、 镇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社員代表大会) 的

不适当的決議和乡、 镇人民委員会 (人民公社管理委員会 的不适

当的決議和命令,

(十三)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十四)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 保証民族政策的正确执行, 加强各民族

间的团结和合作 ;

(十五) 保障各民族妇女在政治上、 经济上和文化上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

利。

第八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和自治县人民法

院院长 。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由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召集 。

第十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每年举行两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提議, 可以临时召集 自

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谈的时候, 选举主席团主持會議。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設秘书长一人 , 副秘书长若干人 。 秘书长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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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由主席团提名, 由 人民代表大会会議通过 , 副秘书长的人选 主席团决

定。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可以設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議

案审查委員会和其他需要設立的委員会, 在主席团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代表和主席团 , 自治县 人民委員

会, 都可以提出議案。 議案由主席团提請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討論, 或者交付

議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提請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討論。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 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的組成人員和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 由 自治县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联合提名或者单独提名。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自治县人民委員會組成人員和自治县人民法院院

长, 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第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會議的时候,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门

負責人員和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主席团同意

的其他人員可以列席。

第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谈的时候, 代表向 自治县人民委员会或者自治

县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门提出的质 , 经过主席团提交受质問的机关。

受质問的机关必须在會議中負責答复。

第十八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使用 自治县内通用的語言文字, 其

他少数民族代表也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 大会应当为他们准备必要的

翻譯。

第十九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的期间 , 非经主席团同

意不受逮捕或者审判, 如果因为是現行犯被拘留 , 执行拘留的机关必须立即

报請主席团批准。

第 二 十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的期间 , 国家根据需要

給以往返的旅费和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和原选举单位保持密切联系, 宣传法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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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政策, 协助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推行工作, 并且向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

人民委員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 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原选举单位有权随时撤換

自己选出的代表。 代表的撤換必须 由原选举单位 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并且报告自治县人民委员会。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 由原选举单位补

选, 并且报告自治县人民委員会。

第三章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 是县一级国家行政

机关。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受上級人民委員会的领导, 对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

一級人民委員会負責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服从 国务

院。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由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长一人 , 副县长若干人和

委員若干人組成。

自治县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名额为十三人至二十一人。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每届任期两年。 县长、 副县长和委員可以连选连任。

自治县人民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 由 自治县人民代

表大会补选。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在 自治县内行使下列职权:

( 一 ) 根据国家法律、 法令,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和上级国家行

政机关的決議, 命令, 規定行政措施, 发布决議和命令, 并且检查

这些决議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 二 ) 主持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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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召集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向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提出 議

案

( 四 ) 領导所屬各工作部门和乡 、 镇人民委員会 (人民公社管 理 委 員

会) 的工作 ,

( 五 ) 停止乡 、 镇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社員代表大会 的不适当 的

決議的执行

( 六 ) 改变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 指示和乡 、 镇人

民委員会 (人民公社管理委員会) 的不适当的決議和命令 ,

( 七 ) 依照法律規定的权限, 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員 ,

( 八 ) 依照法律的規定, 办理行政区划事项,

( 九 ) 执行国家经济计划:

( 十 ) 依照法律規定的权限, 管理自治县的财政, 执行預算 ;

(十一) 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 领导农业、 林业、 畜牧业、 副业 、 渔业和

手工业生产,

(十二) 管理地方国营工矿企业和国营商业 , 管理市場 ,

(十三) 管理稅收工作 ,

(十四) 管理交通运输和公共事业 ,

(十五) 管理文化、 教育、 卫生、 优抚、 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 ,

(十六) 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 管理自治县的公安部队 ,

(十七) 管理兵役工作和民兵工作,

(十八)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十九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

(二十) 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会議每月举行一次,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临时举行。 自

治县人民委員会在举行會議的时候, 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 自治县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可以列席, 并且可以邀請其他有关人員列席。

第三十条 自治县县长主持自治县人民委員会会議和人民委員会的工作。 副县长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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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工作。

县长为了处理日常工作, 可以召开行政會議。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按照需要設立民政、 人事、 公安、 财经、 计划统计、 财

政务、 粮食、 商业、 工业交通、 农林水利、 文教卫生等科、 局、 委員会,

并且設立办公室。 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設立其他工作部门。

各科、 局、 委員会設科长、 局长、 主任,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設副职。

办公室設主任,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設副主任。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的工作部门的設立、 增加、 減少或者合并, 由 自治县人

民委員会报上一级人民委員会批准。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门受 自治县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 并且

受上級人民委員会主管部门的领导。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应当协助設立在 自治县內不屬于自己管理的国家机关、

国营企业进行工作, 并且监督它們遵守和执行法律、 法令和政策, 但是无权

干涉它們的业务。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使用 自治县内通用的語言文字。

第四章 附則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经 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通过, 逐级 报国务院提

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批准后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六号

云南省河口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會組織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 日第一三五次会議批准,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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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批准云南省河口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和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的决議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二 日 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三五次會議決議: 批准云南省河口瑤族 自

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制定的云南省河口 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

委員會組織条例。

云南省河口瑤族自治县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二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員会第一三五次会議批准

第一章总則

第一
- 条 河口瑤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自治县)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會組織纖条

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五节的規定, 结合 自治县的具体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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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第二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第
第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地方国家机关 , 是 自治县的 自治机关。

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四 条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领导核心, 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民族人民获

得彻底解放和繁荣幸福的唯一道路。 自治县的 自治机关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和

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下, 根据各民族的特点 , 领导各民族人民继 完成社会

主义革命 , 大力发展农业和热带、 亚热带地区的经济作物 , 积极发展工业和

手工业生产 , 加速社会主义建設, 逐步改善和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

活。

自治县的 自治机关应当对各民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 国际主义、 社会主义

教育和阶级教育, 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 , 使他們在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自治县的 自治机关应当不断提高各民族人民的革命警惕性 , 加强对敌 斗

争,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五 条 自治县的 自治机关应当教育各民族人民巩固和发展民族间的平等、 团结、

互助合作的兄弟关系 , 互相尊重民族风俗习惯, 发扬各民族的优良传统, 逐

步改革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設和不利于民族发展的陈规陋习 , 防止和克服大汉

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 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压迫, 禁止破坏民族团结

的行为, 保障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 。

自治县的 自治机关应当教育各民族人民与前来自治县参加生产建設的职工

团结互助, 努力生产, 共同建設繁荣幸福的祖国边疆。

第六 条 自治县的 自治机关必须大力培养各民族的共产主义干部, 同时注意培养少

数民族劳动人民出身的各种专业干部、 技术干部和知識分子。

第二章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第七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县一级国家权力机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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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由 自治县所屬乡 、 镇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

第九条

第十 条

社員代表大会 选举。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依照选

举法的規定办理。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中 , 自治县内各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 代表可以连选连任。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在 自治县内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保証国家法律、 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議的遵守和执行,

( 二 ) 根据宪法規定的权限, 按照自治县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特点, 制

定自治县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逐级 报国务院提請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 三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 保証民族政策的正确执行 , 加强各民族

间的团结与合作 ,

( 四 ) 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決議 ,

( 五 ) 依照法律規定的权限, 审查和批准自治县的财政预算和决算

( 六 ) 根据国家的统一计划, 结合自治县的具体情况, 规划经济建設、

文化建設、 公共事业、 优抚工作和救济工作

( 七 ) 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 决定組織自治县的公安部队,

( 八 ) 选举自治县县长、 副县长和人民委員会委員;

( 九 ) 选举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 ,

( + ) 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十一) 听取和审查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和自治县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十二) 改变或者撤銷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决議和命令,

(十三) 改变或者撤銷乡 、 镇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社員代表大会 的

不适当的決議和乡 、 镇人民委員会 (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的不适

当的決議和命令;

(十四)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十五) 保障各民族妇女在政治上, 经济上和文化上享有 同男子平等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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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 自治县人民委員會組成人員和自治县人民法

院院长 。

第十二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由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召集。

第十三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每年举行两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认为必要或者

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提議, 可以临时召集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谈的时候, 选举主席团主持會議。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設秘书长一人 , 副秘书长若干人。 秘书长 的 人

选 主席团提名 , 由人民代表大会会議通过, 副秘书长的人选 主席团

定。

第十五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可以設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員会、 議

案审查委員会和其他需要設立的委員会, 在主席团领导下进行工作 。

第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谈的时候, 代表和主席团, 自治县 人民委員

会, 都可以提出議案。 議案由主席团提請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討論, 或者交付

議案审查委員会审查后提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討論。

第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 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八 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和 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 由 自治县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联合提名或者单独提名 。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自治县人民

委員会組成人員和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 采用无記名投票方式。

第十九 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门

負責人員和 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主席团同意

的其他人員可以列席。

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谈的时候, 代表向 自治县人民委员会或者自治

县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门提出的质問, 经过主席团提交受质問的机关。

受质問的机关必须在會議中負責答复。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谈的时候, 使用 自治县内通用的語言文字, 其

他少数民族代表也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 大会应当为他們准备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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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的期间 , 非经主席团同

意不受逮捕或者审判, 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 执行拘留的机关必须立即

报請主席团批准。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的期间 , 国家根据需要

給以往返的旅费和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和原选举单位保持密切联系, 宣传法律、 法

合和政策 , 协助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推行工作 , 并且向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

人民委員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原选举单位有权随时撤換

自己选出的代表。 代表的撤換必须由原选举单位 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并且报告自治县人民委員会。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 由原选举单位补

选, 并且报請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发给代表当选证书。

第三章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 是县一级国家行政

机关。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受上级人民委員会的领导, 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

一級人民委員会負責 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 服从国务

院
。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由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长一人 , 副县长若干人 ,

委員十一人至十九人組成。

第三 十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每届任期两年。 县长、 副县长和委員可以连选连任。

自治县人民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 由 自治县人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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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补选。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在 自治县内行使下列职权:

(-
-

) 根据国家法律、 法令,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和上级国家

行政机关的決議, 命令 , 規定行政措施, 发布决議和命令, 并且

检查这些决議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 二 ) 主持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

( 三 ) 召集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向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議

案,

( 四 ) 領导所屬各工作部门和乡 、 镇人民委員会 (人民公社管理委員

会) 的工作,

( 五 ) 停止乡 、 镇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公社社員代表大会) 的不适当

的決議的执行 ;

( 六 ) 改变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 的命令, 指示和乡 、 镇

人民委員会 (人民公社管理委員会) 的不适当的決議和命令,

( 七 ) 经常調查了解各项工作情况和人民群众的反映, 经过分析研

究, 分別向上級人民委員会和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 八 ) 依照法律規定的权限, 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員,

( 九 ) 依照法律的規定, 办理行政区划事项,

( 十 ) 执行国家经济计划,

(十一 ) 依照法律規定的权限, 管理自治县的财政, 执行預算,

( 十二 ) 根据国家计划和自治县壩区、 山区、 高山分散地区 的 具体 情

况, 领导农业、 林业、 畜牧业、 副业 、 渔业、 手工业 和 药材生

产, 继續完成农业、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十三 ) 管理地方国营工矿企业和国营商业 , 管理市場, 继續完成公私

合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十四 ) 管理 工作,

( 十五 ) 管理交通运輸和公共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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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 管理文化、 教育、 卫生、 优抚 、 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 3

(十七 ) 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 管理 自治县的公安部队,

( 十八 ) 管理兵役工作和民兵工作,

( 十九 )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 二十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 正确贯彻执行民族政策, 帮助自治县

內其他少数民族发展政治、 经济和文化建設事业,

(二十一) 領导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建設和国防建設的各项工作,

(二十二) 办理上 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会議每月举行一次,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临时举行。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在举行會議的时候, 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和自治县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 并且可以邀請其他有关人員列席。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县长主持自治县人民委員会会議和人民委員会的工作。 副县长协助

县长工作。

县长为了处理日常工作, 可以召开行政會議。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按照工作需要設立民政、 人事、 公安、 财经、 计划 统

计、 财政、 税务、 粮食、 商业、 工业交通、 农林水利、 文教卫生等科、 局、

委員会, 并且設立办公室。 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設立其他工作部门。

职。

各科、 局、 委員会和办公室設科长、 局长、 主任,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設副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的工作部门的設立、 增加、 減少或者合并, 由 自治县人

民委員会报請上一級人民委員会批准。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门 , 受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的统一领导, 并

且受上级人民委員會主管部门的领导。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应当协助設立在自治县內不屬于 自己管理的国家机关、

国营工矿企业和临时性的机构进行工作, 并且监督它們遵守和执行国家的法

律、 法令和政策, 但是无权干涉它們的业务。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委員会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使用 自治县内通用的語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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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則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经 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通过, 逐级 报国务院提

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會第一三五次會議的决定, 对于确实改恶从

善的蒋介石集团、 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 , 实行特赦。

一、 蒋介石集团、 伪满洲国和伪蒙疆 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 , 关押已滿十年, 确实改

恶从善的 , 予以释放。

二、 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的战争罪犯 , 缓刑时间已滿一年, 确实有改恶从善表

现的 , 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 判处无期徒刑的战争罪犯, 服刑时间已滿七年, 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 , 可以

減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命令, 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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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

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 伪满洲国和

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的决定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二 日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會第一三五次會議 , 討論了国务院关于特赦确实

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 伪满洲国和伪蒙疆 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的建議, 决定 : 对于经

过一定期间的改造, 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 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

犯, 实行特赦。

国务院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

从善的蒋介石集团、 伪满洲国和伪蒙疆

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的建議

(64) 国議字42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最近, 公安部对在押的蒋介石集团、 伪满洲国和 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 , 进行

了全面审查, 提議对其中确有改恶从善表现的五十三名战争罪犯予以特赦释放, 表現較

好的十一名战争罪犯予以特赦減刑。 国务院认为, 对这部分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是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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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請 議决定。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七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免人員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 日

任命 :

吕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工业部部长,

孙大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

杨秀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敎育部部长 ,

何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

免去:

王鹤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工业部部长的职务 ;

王首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的职务。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 日

任命何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坦噶尼喀和桑給巴尔联合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免去:

何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駐坦噶尼喀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

孟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駐桑給巴尔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

任命柴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几内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免去柯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几内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

任命韩克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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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柴泽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駐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三 日

任命许建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免去罗士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駐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七日

任命杨守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索马里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免去张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索马里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任命萧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免去谭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

任命 :

李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部部长,

袁宝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资管理部部长。

免去刘秀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部部长的职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任命孟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中非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員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任命黄波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員。

批准任命 :

姜文章为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

刘长健为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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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王华为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刘阳生为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伯伦为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乔苏雄为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批准免去 :

井助国的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职务,

陈雷的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职务, 刘若克的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职

阎定础的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职务,

吳台亮的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职务,

黃波的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职务。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九 日

任命:

孟武楼、 郁隄 、 徐汉、 程超明、 贾后轩、 蒋凤池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員,

侯志祥为最高人民检察院西藏分院副检察长。

免去季宗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員的职务。

批准任命 :

吳诚为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栋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

蔡恩光为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批准免去李言的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职务, 蔡恩光的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的职务。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 日

任命吳玉山、 侯远征、 唐维义、 郭振江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 日

任命:

谭甫仁为最高人民法院庭长 ,

·
· 63 (总 63 ) •



刘宝善、 李家涛、 陈化明 、 郑若谷、 梁发启、 魏罕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員 ,

谭甫仁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員会委員。

免去:

钟汉华的最高人民法院庭长的职务,

张剑、 宁建业、 刘端祥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員的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变动情况

广东省选出的丁颖代表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 日逝世。

陕西省选出的柯仲平代表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 日 逝世。

山东省选出的许之桢代表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六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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