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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纂政协志是探索和做好政协工作的一个新举措，也是落实李瑞环同志

“希望各级政协组织认真总结一下多年工作”的要求而做的一项重要工作，还

是对全市政协工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服务现实，惠及今后的有益之举。

《沧州政协志》作为一部新志书问世，不仅为沧州市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

工作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而且也将为后世留下一部“前有所稽、后有

所鉴”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遗产。

以史为镜，可以鉴今教人，总结历史，意在开创未来，《沧州政协志》的编

纂目的即此而为。本志以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力求全面客观、真实准确的

总结自1 949年以来沧州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历史状况和发展脉络。从历史

角度看，它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反映了五十年来沧州市人民政协在党的

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

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积极

为社会主义建设献策出力的历史成就，记录了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沧州市人

民政协的工作面貌，描绘了五十多年来各届政协委员努力工作、无私奉献的时

代风采；从未来角度看，它坚持与时俱进原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

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半个世纪以来在沧州成长、发展的历史轨迹，充分展示市

县两级政协组织在前进中开拓、在开拓中前进的时代精神。回顾五十年历程，

我们无比自豪；展望新世纪前景，我们信心百倍。我们要借鉴吸取历史的经验

和教训，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加快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推

进沧州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事业的不断发展。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民政协的工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开拓

创新，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我们要将革命精神和

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与广大委员及各界人

士共同努力，与时俱进，开创人民政协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

编撰本志的工作者，以科学求真求实的态度，查寻了大量资料，谨慎斟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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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政协志
一———————————————————————————————————————————一

合理取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四易其稿，终成卷帙，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人民

政协事业的追求，体现了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精神。但编写新志，无章可循，

历史资料亦多有佚散，加之时间仓促，水平所限，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

请各位委员和各界有识之士批评赐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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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沧州市政协的基

本面貌及发展变化。

二、本志上限从人民政协的前身组织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的

1949年9月起，下限至2002年12月。时间顺序均以公元纪年记述。

三、编写范围以沧州市政协为主，适当收入沧州市现辖县(市)、区政协内

容。由于沧州市和原沧县专区及沧州行署机构名称、辖区多有变更，已经撤销

原有建制和机构以附录列入所属章节之后。已不属现沧州市政区的县级建制

政协，不作记述。

四、沧州市、沧州地区机构和所属县市名称变更者，均以当时名称记述，必

要时加注今名。

五、志文内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后从简称谓。如“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沧州市委员会”、“河北省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国共产党沧

州市委员会”、“沧州市人民政府”等首次出现谓以全称，之后则作简称：“政协

沧州市委员会”或“市政协”、“沧县镇各代会”、“中共沧州市委”或“市委”、“市

政府”，市政府、法院、检察院，简称“一府两院”等。其他机构、单位名称亦然。

六、本志设章、节、目、大事记、附录等，依事例性质分章、节，节内分目。大

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本末体；月不清列于年末，日不清列于月尾。与本志有

关的资料，其性质相关，列于章末；不宜列章节的，列入附录。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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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

本政治制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

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的职能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

派民主人士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方针，进行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即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地方重要事务以及群众生

活、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提出建议和批评，发

挥民主监督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沧州市委员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

地方组织，是沧州市各党派、人民团体及各界人士的政治协商机构。它成立于

1961年，到2002年，已历七届委员会。

政协沧州市委员会组织参加本会的各党派、人民团体及各界人士在沧州

市委领导下，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团结全市各族人民，高举爱国主义、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致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政协沧州市委员会组织参加本会的各党派、人民团体及各界人士在中国

共产党沧州市委员会领导下，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团结全市各族人民，

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致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振兴。

政协沧州市委员会的前身是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于

1949年9月28日召开的第一次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到1953年底，共

历四届，1954年1月15日，召开沧县镇人民代表大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完

成历史使命。1961年6月1 El重建沧州市，12月召开政协沧州市第一届委员

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从1949年9月到2002年五十多年间，有六个民主

党派、十个社会群众团体和十余个界别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与中共沧州市委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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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政协志

同组成了历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沧州市人民政协这一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

线地方组织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五十多年来有

1700多名事业上有成就、政治上有影响，在人民群众中有广泛代表性的各界

各方面人士担任过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政协沧州市委

员会委员，为不断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了贡

献。

半个世纪以来，原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以及政协沧州市

委员会，在中共沧县镇委员会和沧州市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在各个历史时

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团结全社会各界力量，发展和巩固爱国统一战线，

维护社会团结，恢复与发展生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协助党和政府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积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沧州市政协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服务经济建设中心，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开拓进取，与时俱进，为沧州市的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和社会的

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十多年来，从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到政协沧州市七届

委员会经历了一个由初创到迅速发展，中间几度受挫，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

命"十年动乱以致完全停滞，然后又逐步恢复，走向健康发展这样一个曲折前

进的过程，大体上可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阶段(1949．9～1954．1) 在这期

间，它作为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和沧县镇各民主党

派、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政治协商机关，代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沧

县镇委员会和沧县镇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其基本任务是：审议和推行地方法

令法规，协助政府密切联系和动员各界人民贯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各项方

针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各界民主人士的团结进步。

这一阶段，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在沧县镇委领导下，开展

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协商活动：就民主建设、贯彻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

政策、法律法规，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推销国家建设公债，实行普选及政

府领导人员名单等都进行了充分广泛的协商；配合协助重点工作：积极协助镇

党委、政府开展恢复和发展，拥军支前，节约救灾和推动各界人士开展抗美援
·夕。



概 述

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工农业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民

主监督和批评建议：通过组织委员会进行调查，接受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等，对

镇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评判，批评了工作中的“农村观点、农民作风”，侵犯工

商业的错误倾向，贯彻了党的工商业政策、劳资政策，促进了国民经济迅速恢

复发展。

沧州市政协初建阶段(1961．12～1966．12) 这一阶段共历一、二两届委

员会。政协沧州市委员会在中共沧州市委的领导下，积极发挥广泛的统一战线

组织作用，对沧州市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制、城市建设远景规划，年度工作计

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市政府领导人的任职安排等，都进行了充分广泛的协商

讨论，并对城市人民生活安排计划、市场管理、干部精减下放、抗洪救灾、城市

建设等重要事务提出意见建议，调动了各界人士投身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

积极性，发展壮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初建时期的政协沧州市委员会呈现一

派生机勃勃之貌，成绩颇为显著。

“文革”阶段(1967．1～1979．4) 这是经历十年动乱及后期影响阶段。

这一时期，极左路线对政协统一战线组织大肆摧残，一些政协委员和各界上层

人士受到迫害，政协沧州市委员会机构陷入瘫痪，工作完全停滞中断。

沧州市人民政协恢复阶段(1979．4～1993．6) 这个阶段共历三至五届

委员会，是人民政协拨乱反正、恢复发展的新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重新确定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也得到拨

乱反正、正本清源。1979年4月，沧州市委主持召开了政协沧州市第二届常委

扩大会议，正式宣布沧州市人民政协恢复工作。“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的政协

委员会及各界人士，被平反昭雪，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人民政协和统一战

线工作逐步全面恢复，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

1983年11月沧州市改为省辖市，12月召开了政协沧州市第三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这是间隔了20年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自这届委员会始，除第五

届外，各届委员会均按正常程序召开了五次全体委员会议，执行任期制度。参

与了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市人民

法院和检察院工作报告、各项重要事务以及市级领导安排的协商和讨论，全面

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1993年3月，召开政协沧州市第五

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于沧州地市合并，五届委员会至1993年6月30日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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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工作。并经中共河北省委批准成立“沧州市政协筹备组”。

市政协全面发展阶段(1993．9～2003．4) 1993年7月，地市合并后的

沧州市成为辖有3区、14个县(市)的新沧州。1993年9月召开的政协沧州市

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界别和委员人数有较大增长，委员结构更趋合理，

参政议政水平不断提高。1998年3月，换届召开了政协沧州市第七届一次全

体委员会议，市政协七届委员会成立以后，新一届常务委员会团结奋进，从实

际出发，提出政协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职能、求真务实，努力提高

政协工作的整体水平，使沧州市政协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政协沧州市第一、二届委员会，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设置完备的办

事机构。第三届委员会以后，加强了常务委员会及其机关的自身建设，逐步建

立健全了常务委员会工作制度、议事制度和机关工作的规章制度，并逐步设立

了各专门委员会和办公室，保证了政协工作的正常运行和职能工作的健康有

效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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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和设置

第一节机构沿革

沧州市各届人民政协的建制，随着沧州的行政建制的更改而变易。

1947年6月15日，沧州城解放，设立沧州市，隶属山东渤海区一地委领

导。1948年8月，沧州市划归冀中区领导。1949年2月，沧州市改为县级市。

8月1日，冀中区及所辖分区撤销，恢复河北省建制，原八专区改称沧县专区，

沧州市改为沧县镇，隶属沧县专区。1949年9月28日，召开了沧县镇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1950年2月7日，召开了第二次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产生

了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到1954年1月，共历四届。1958年

11月，沧县和沧县镇合并，复设沧州市，隶属天津专署。1959年1月29日，撤

销沧州市，恢复沧县，原沧县镇改建为沧县城关人民公社。1961年6月1日，

经国务院批准，原沧县专区从天津专署析出，建立沧州专员公署，撤销沧县城

关人民公社，再设沧州市，隶属沧州专员公署。同年12月23日召开政协沧州

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于“文化大革命”，1967年政协常设机构被撤

销。1979年上半年市政协恢复工作。1983年11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沧州

市升格为省辖市，辖新华区、运河区、郊区和沧县，1986年5月，青县划归沧州

市领导。1983年12月1日召开政协沧州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90

年2月，沧州行署设立沧州地区政协联络处，1991年12月，成立了政协沧州

地区工作委员会。1993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沧州地区，原沧州市和沧

州地区合并为新的沧州市，政协沧州市第五届委员会于1993年6月30日终

止工作。经中共河北省委批准，成立沧州市政协筹备组，1993年9月6日召开

政协沧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组撤销。

第二节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49年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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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的规定组建。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驻沧部队、少数民

族、宗教界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参加，组成了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从召开第一届各代会，到1954年1月25日召开沧县镇人民代表大会前的

5年间，经历了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采取协商、选举、推选、聘任方

法产生。(一)组织比较稳定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组织采取两次选

举产生正式代表的方式，先由群众选出小组代表，然后由小组代表再选举大代

表，出席镇的各代会；(二)虽然有组织但较为松散的工商界，采取由上而下，上

下结合推举办法选出代表；(三)对分散无组织的界别，由政府直接聘请代表参

加会议；各民主党派和驻军的代表，也由政府聘请；四、列席代表，根据工作需

要，由政府提名聘请。

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二、三、四届产生的协商委员会，作为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在普选产生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之前，代行了人代会

的职权，参与了地方政权的建立与施政建设。参加了地方政府的一些重大政

治、经济、法制、教育、城建等方面的计划、措施的制定、实施的讨论，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发挥了积极作用。

沧县镇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于1949年9月28日召开。镇长王毅

作了《关于两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主要内容有：(一)肃清蒋党匪特，建立革

命秩序；(二)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三)拥军支前，节约救灾，开展生产

自救。

这次各代会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对发生的一些错误提出了批评。重点批

评了“农村观点，农民作风”，侵犯工商业的错误。强调着重贯彻工商业政策，劳

资政策，以稳定工商业者的情绪。同时提出了下一步继续恢复、发展生产，加强

城乡物资交流等项任务。

会议未产生协商委员会，未进行选举事项。

沧县镇第二届各代会第一次会议 于1950年2月7日至9日召开。这

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继续贯彻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并通过政府工

作报告，发展生产，救灾渡荒，加强城乡及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推销公债等项任

务。会议产生了协商委员会，选举了主席、副主席。

沧县镇第三届各代会第一次会议 于1951年3月4日至6日召开。这

次各代会协商委员会，产生了新的领导集体，协商委员会由19人组成。选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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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为了便于工作，协商委员会下设4个专门委员会。有物

资交流研究委员会，9人组成；工业生产研究委员会，5人组成(其中私方代表

4人，公方代表1人)；文化教育研究委员会，9人组成；市政建设研究委员会，

9人组成。

会议主要议题是贯彻中共沧县镇党代会决议精神；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安

排1951年的工作计划，主要有以下几项工作任务：1、发展农业生产；2、抗美

援朝；3、镇压反革命；4、教育工作、合作社工作及城镇建设。 ’

沧县镇第四届各代会第一次会议于1952年3月19日召开。会议听取

了镇长李健民的题为《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胜利完成“三反”、“五反”，继续深入

抗美援朝运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工作报告。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了今

后的6项任务：1、紧密结合开展生产，进行宣传教育活动；2、工厂企业要加强

治安保卫委员会的工作；3、为了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要严厉镇压反革命

的破坏活动；4、严格管制反革命分子，教育反革命家属，健全与加强治安保卫

委员会的工作；5、登记回归之反革命分子，严格户籍制度；6、加强民兵工作。

以上报告，经过各界代表讨论、审查，提出了修改意见。

这届各代会协商委员会经河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同意，于

1952年5月12日刻制长方印章一枚“河北省沧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

委员会”，即日启用。

沧县镇第四届各代会第二次会议1953年2月18日至22 Et召开，镇长

刘宗培向大会作了《1952年全年工作总结和1953年上半年工作任务的报

告》。并对一次代表会议提出的163件提案的处理情况向大会作了报告，补选

了7名常务委员。

1954年1月25日至28日，召开了沧县镇人民代表大会。从此，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三节 政协沧州市委员会

1961年6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沧州市，同年12月成立政协沧州市

委员会。她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组织。到2002年，经历七届委员

会。第一届委员会任期两年。1963年10月召开的第二届委员会经历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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