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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佐宸（1892—1985），民建宁

波市委会创始人，历任民建宁波市

支会筹备委员会主委，民建宁波市

第一、二、三、四、五、六届主委，1953

年 4 月当选为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曾任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

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顾问、民建浙

江省委会主委、浙江省工商联副主

委、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宁波

市政协副主席、宁波市工商联主委、

宁波市甬港联谊会会长、宁波市侨

联名誉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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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9月 9日晚，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

（前排中），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常

务副主席张榕明（前排右三），全国人

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路明（前排左

三），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

陈明德（前排右二），浙江省政协副主

席、民建浙江省委会主委吴国华（前排

左二）在新芝宾馆会见民建宁波市委

会常委以上同志，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2000 年 6 月 22 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

危（右二）到民建宁波市委会调研，

在机关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听取工

作汇报并给予指导，市委会名誉主

委朱尔梅（右三）坐在成思危旁边。

2000 年 6 月 22 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

危在民建宁波市委会调研时与参会

者亲切合影，左起依次为：市委会副

主委陈继泰、汪闻鹤，主委项性平，

主席成思危，市委会名誉主委朱尔

梅，副主委陈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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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16 日 -1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

智（左二）在宁波调研，会见市委会主委张明华、副主委兼秘书长张雨及会员企

业家代表。

2014 年 4 月 16 日 -1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

智（中）在宁波调研，考察会员企业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
波
民
建
志

4

2002 年 3 月 30 日，民建中央副主席冯梯云（右三）回到家乡宁波，在民建

市委会机关会议室与老会员亲切座谈。

2007 年 7 月 17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榕明在宁波

新芝宾馆会见市委会领导成员，对班子建设提出讲团结、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加强四种能力建设等希望和要求。图为张榕明（中）与参会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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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5 月 8 日上午，民建省委会原主委程炜应邀参加宁波市民主党派

新大楼升旗仪式后，在主委办公室与市委会主委项性平（右二）、副主委陈继泰

（左一）、秘书长赵杰（右一）合影。

2015 年 11 月 11 日下午，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马培华在

宁波新芝宾馆召开调研座谈会，就“如何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

业”听取会员企业家意见建议。图为马培华（前排中）与参会者亲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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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 18 日至 19 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省委会主委吴

国华（前排中）出席民建宁波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与新当选的十二届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合影。

2016 年 6 月 8 日，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建省委会主委陈小平来甬调研基

层组织建设工作，走访高新区部分会员企业，并与高新区支部骨干会员开展了

座谈交流。图为陈小平（前排中）与参会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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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15 年 12 月 16 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 70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此前不久

的金秋时节，我们也先后以纪念大会和会员大会的形式，隆重而简朴地纪念民建宁波市委员

会成立 60 周年。“爱国、民主、建设、团结、创新、奉献”，这是民建成立 70 年来的实践总结和

提炼出的共同价值理念，这 12 个字凝练了民建 70 年发展历程的优良传统，也赋予新世纪民

建会员继续前行的强大动力。历史经验弥足珍贵，在民建宁波市委员会经历 60 年岁月磨砺

的时节，编纂出版《宁波民建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

宁波民建是宁波市较早成立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之一，《宁波民建志》是记述宁波民建

60 余年发展历程的第一部志书。本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愿景，坚持实事求是，立足现存史料，系统记述民建宁波市委会创立和发

展的历程。

1955 年 6 月 9 日，俞佐宸、冯梯云、周信涛等宁波最早发展的 38 位民建会员，汇聚一堂，

在一方红绸布上庄严地签下各自的名字，见证了民建宁波市委员会的诞生。时值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万众归心，在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宁波民建从

筹建阶段即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教育引导会员和所联系的工商业者自觉接受社会主

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切实代表和反映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和要求，在推动

我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发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直

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宁波民建的发展经历了艰难与曲折，但广大会员始终坚守誓言、不忘

初心，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启航程，多党合作沐春风，宁波民建紧紧围

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主动投身到为经济建设服务中去，在经济咨

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和海外交流联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围绕改革与建设，深入调查

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以“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实际行动，彰显了宁波民建在

我市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舞台上的作用与价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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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多党合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

化和程序化，宁波民建在继承优良传统中推进政治交接，在适应时代要求中拓展同心之路，

围绕科学发展，致力中国梦圆，着力打造以宁波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宁波民建企业家协会和

宁波民建老龄委员会为载体的参政履职、社会服务新平台，在助推地方经济转型发展中察实

情献良策，得到中共宁波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扶贫支边、帮困助学、抗震救灾、咨询培

训等社会服务工作中做实事惠民生，受到民建中央和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在关爱老会员、

提升凝聚力等自身建设方面谋实招见真情，赢得基层组织和广大会员的普遍支持。

宁波民建以一个甲子的丰富实践和圆满历程，探索出一条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促

发展的同心路，写就了一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懈提升履职能力、持续发挥职能作用的成

长史，这其中蕴藏着俞佐宸、周信涛、朱尔梅等老领导、老同志创业开拓的艰辛卓越，也饱含

着一代又一代民建会员接力奋进的无私奉献。先贤前辈的光辉业绩必将载入史册，老一代

的光辉业绩也必将激励新一代民建会员认清使命、承担责任、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创造新的

辉煌。

《宁波民建志》在编纂委员会的统筹推动下，经过编纂者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劳动，即将顺

利出版面世，希望此书为民建会员和关心民建工作的各界人士提供一个认识宁波民建和了

解多党合作生动实践的可信范本，为后来者留下一份铭记历史、鉴往知来的可贵史料，更好

地发挥存史、育人、联谊、宣传的作用，激发广大会员的责任感、荣誉感和使命感，激励我们更

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

展望未来，豪情满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前程似锦，任重道远，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参政党重要一员的市级组织，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

行）》作为首要任务，积极倡导和践行民建的共同价值理念，充分发挥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

特色和优势，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宁波的生动实践，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

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积极开展社会服务，为我市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

作出新贡献，在宁波民建的史册中再续新篇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创新辉煌。

是为序。

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民建宁波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5 年 8 月初稿

　　　2016 年 7 月修订



凡　例

一、《宁波民建志》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宁波市委员会成立 60 年以来编纂的第一部志书，

是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客观记述宁波民建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二、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依照《中国民主建国会章程》，坚持实事求是，近详远略，系统记述民建宁波市

委会及其基层组织的创立、发展和建设情况。

三、本志以志为主体，述、记、传、录、图、表、照并存，分编、章、节、目等层次，反映宁波民建

组织全貌，综述梗概。

四、本志主体部分坚持“横排竖写原则”，上限起于 1953 年，下限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记述事物缘起，述而不论，与之相关联的事物向前追述至发端，或向后延伸至本志付梓前。

五、人物编记述人物以本会会员为主，“人物传”坚持生不入传的原则。对其他健在的宁

波民建人物以“以事系人”形式随文入志。

六、本志历史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法。本志用现代汉语表述，文字用 1956 年《汉字简化

方案》中的简化字。

七、事物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后用简称。如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民主建国

会宁波市委员会，简称民建宁波市委会、宁波民建、民建市委会或市委会；《中国民主建国会

章程》简称《民建章程》。

八、本志所称“两会”，既包含一般对人大、政协会议的合称，又有特殊含义，即指民建宁

波市委会和宁波市工商联合署办公时期，社会各界和民建、工商联会员对两家机构的简称。

九、统计数据以档案资料和文史资料为准。资料主要来源于民建宁波市委会保存的档案、

宁波市档案馆保存的宁波市工商联和民建宁波市委会“两会”档案、《宁波市工商业联合会

（总商会）志》、《宁波市政协志》，民建宁波市委会各基层组织提供的资料及老同志口述回忆，

引用资料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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