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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
副主席厉无畏题词

原民革中央主席、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题词

多党合作在四川 民 革 卷
DUODANG HEZUO ZAI SICHUAN



民革四川省委主委、四川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宇坤题词

原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四
川省委主委、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钮小明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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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6月，民革中央西南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委员会议。右起：邱翥双、熊克武、但懋辛、何鲁、余际唐、张
为炯，后排左一裴昌会

197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剑英（左一） 亲切会见四川省政府参事室主任、民革四
川省委副主委李振（右一）



1990 年，原民革四川省
委主委、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刘元瑄参加省直支部活动

1981年，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部
长任景龙 （前左）、副部长李占林
（右） 在民革四川省委主委刘元瑄
（中） 陪同下，参观民革服务四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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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革四川省委名誉主委、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叔云在谈政治交接

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在广安视察“民广合作”工作



2004年 5月，民革中央和民革四川省委在广安邓小平故居参加“中山林”揭碑仪式

2008年 5月 29日，民革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视察四川灾情后，看望四川民革党员，
听取王宇坤主委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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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汶川特大地震抢险救灾期间，民革四川省委主委、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宇坤在德阳视察

2010年 5月 7日，民革四川省委副主委、成都市副市长刘家强检查都江堰白沙河上游堰塞湖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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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继往昔之实践　开未来之辉煌

◎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　陈光志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明得失。本着总结历史、借鉴经验、启迪未来的宗旨，《多党合作在

四川》大型文史系列丛书，历时三年，数易其稿，终得完成。

改革开放已历３０余年，在中共四川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我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见证并

参与了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进程，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加政治协商，认真履行参政议政

和民主监督职能，促进了四川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已历６０余年，我省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不断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在 “５·１２”特

大地震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挺身而出，主动作为，形成了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坚强

阵线，为再还人间一个锦绣巴蜀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党合作在四川》用深情的笔墨，再现了风雨

同舟、再现辉煌的光辉历程。

《多党合作在四川》丛书的编辑工作，得到省委的高度重视，受到各方的真诚关怀，省政协主

席陶武先及４位省政协老领导亲自担任顾问，各民主党派省委主委、省工商联主席、省政协秘书长

等作为编委会成员，亲自负责。各级政协和民主党派各级组织以及有关单位横向协作，上下互动，

有序推进，保证了丛书高质高效地圆满完成。

《多党合作在四川》丛书，分设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工商

联卷，共８卷，近４００万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既独立成卷，又浑然一体；既广征博采，又突

出典型；既体裁各异，又风格统一；既秉笔直书，又生动有趣。讲述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

老一辈，又有风华正茂的年轻成员；既有领导干部，又有专家学者。他们或亲身经历，或耳闻目

睹，借文笔之力，忆往昔之事，抒统战情怀。他们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民主党派老一辈在川

的统战佳话记录下来，将我省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极为宝贵、鲜为人知的统战史料留存下

来，将他们参与我省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经验和成果记录下来，不仅是对我省多

党合作光辉历程的回顾与纪念，对民主党派老一辈高尚风范的弘扬与传承，也是对多党合作制度在

四川实践的一次梳理和总结。这不仅是政协文史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是 “存史资政、团结育人”

的一笔重要史料，也是爱国统一战线的一曲深情颂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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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启迪后昆，历史昭示未来。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

蓝图已经绘就，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上，全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

士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学习先辈精神，传承优良传统，坚定政治信念，更

加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在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和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中共同谱写我省多党合作的光辉前景和绚丽篇章。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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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多党合作　共铸事业辉煌
——— 《多党合作在四川》（民革卷）序言

◎民革四川省委主委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宇坤

如何形象地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四川取得的成果，怎样如实地反映民革组织

及广大党员在四川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所作的贡献，大型文史资料丛书 《多党合作在四川》（民

革卷）从征稿、编辑、审核到送省政协审定、出版，历时一年半的时间，现在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

了。这是一部真实再现民革各级组织和广大民革党员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写实性作

品；是一部集中汇集多党合作政治制度中、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亲历、亲见、亲

闻”的文史资料；更是一本全面展现民革各级组织和党员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积极、努力服务

四川发展，坚定地与中共四川省委风雨同舟、同心同行的文集。

在民革四川省委成立至今的近６０载岁月里，四川各级民革组织和党员就一直紧密地团结在中

国共产党周围，秉承孙中山先生 “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积极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无论是在落实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中，还是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改革开放时期，抑或是在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

这样的危难、紧急时刻，四川民革组织和党员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四川多党合作事业的发

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恢复组织活动的初期，民革四川省委协助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妥善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改正错划右派、落实对知识分子、起义投诚人员、去台人员家属

的政策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各级组织大力开展咨询服务、兴办各类

学校，截至１９８８年举办各类学校３５所，累计结业学员８．７万余人。同时，民革四川省委及各级组

织还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挖掘潜力、“余热”，开展咨询服务。１９８３年民革中央召开会

议传达全国 “治理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挂钩会议”精神。５月，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省民委

牵头召开了四川省民主党派智力支援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挂钩会议，民革四川省委在会上挂钩１７

项。到１９８８年，民革四川省委先后共完成了支援民族地区项目１１７项。

进入改革开放全面建设新时期后，进一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履行参政党职能，就成为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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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四川省委上下的共识。民革四川省委着重从抓参政议政质量，重建言献策实效；抓专门课题调

研，重解决问题对策；抓参政议政机制，重及时采集信息；抓对口支援合作，重具体实施服务等多

个方面加强了参政议政工作。近年来，在旅游服务业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人才事业建设、民族地区

职业教育研究、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诸多方面和领域，民革四川省委都完成了许多有分量、有影

响、有实效的提案、建议。这些提案、建议通过省政协会议、省委建言献策会议等渠道提出后，都

有效地促进了这些领域问题的研究和解决。２００３年，《整合四川优势，抢抓奥运商机》的提案，经

省政协提交上去后，得到了张中伟、李进等省领导的批示。随后，四川省便成立了以蒋巨峰为组长

的抢抓奥运商机工作协调小组，由１５个厅局级单位组成，在省经委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办公室。

据 《四川经济日报》报道，截至２００５年６月，四川全省共抢抓到了奥运商机３０亿元。２００６年，民

革四川省委 《关于阿坝州大骨节病综合防治工作的调查与建议》提案提交后，“阿坝州的大骨节病

防治项目”便被列入了２００７年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的 “十大惠民行动”之 “扶贫解困行动”中，

这直接促使四川的大骨节病防治工作迅速得到加强，并已显出成效。

在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发生的危难时刻，四川各级民革组织和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特大自然灾害前，一直都与党同心，自觉行动。５月１４日，地震发生后仅两天，民革四川省委就

及时下发了 《民革四川省委关于开展 “抗震救灾，我作贡献”活动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民革

各级组织和党员要 “灾区需要什么就帮助什么，党委政府命令什么就执行什么”。５月２２日，民革

四川省委提出的建议 《关于又好又快重建家园，申请设立灾后 “经济复兴特区”的建议》被人民网

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采用刊发，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提供了第一手依据。５月２７日，民革四川省委

提出的 《重新调整汶川灾区生产力布局和经济结构的建议》通过中国生产力学会报送到了国务院，

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重要批示，并转给灾后重建组参考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在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到６月底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四川省各级民革组织共

向有关部门报送了建言献策和社情民意信息５０余件，四川省各级民革组织捐款共计１９３万元，四

川省各级民革组织和党员及其组织发动的捐款捐物价值共计５７４５．６万元，有２８０名民革党员先后

为灾区义务献血。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展望明天，我们将更加信心百倍。２０１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９０周年和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１９１１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发动的辛亥革命，使共和曙光

唤醒了沉睡的雄狮，打开了历史进步的闸门。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１９２１年

７月１日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谁也没有想到，从成立时仅有５０多名党

员、处在秘密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历经９０年走到今天，发展成为拥有３８０多万个基层党组织、

８０００多万名党员、在１３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大党。在过去的将近一个世纪里，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

新中国，功绩赫赫。

此次 《多党合作在四川》（民革卷）选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付梓，不能不说是意义重大。纵

览全书，每一篇文章，每一处字句无不是对包括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之伟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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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情谊的深情表达，无不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巨大优越性的生动诠释，无不是实

实在在地道出了四川各级民革组织和７０００多民革党员的共同心声！

此外，《多党合作在四川》（民革卷）这本书中收纳的基本上都是当事人 “亲历、亲见、亲闻”

的 “三亲”史料。该书的作者，既有老一辈民革领导人，也有新一代民革组织的带头人，更有民革

党员中的后起之秀。他们或以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身份，叙写与中共肝胆相照的真实过程；或以民革

党员参与地方政府日常工作的切身体会，述说自己对党和合作制度的真情感悟。这无论是对资料、

档案的留存，还是对于以后相关方面的研究，无疑都有着相当宝贵和极其重要的价值。我们相信：

只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继

续协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四川的明天就必将更加美好！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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