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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政协济宁市委员会主席翟学恕

《济宁市政协志》问世了，这是我市人民政协工作中

的一件大事。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

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项制度已载

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

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

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1949年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宣告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新中国的

建立，割断了几千年的封建血脉，结束了近百年的屈辱历

史，掀开了民主建国的伟大序幕，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

元。人民政协与共和国一道诞生成长，走过了46年的光

辉历程。46年来，人民政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作出了巨大贡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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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政协工作与国同兴，进入了

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国际国内都有

重大影响。

济宁市政协自1984年1月建立迄今的11年，是我

市人民政协工作不断发展、创新和开拓新局面的11年。

11年来，济宁市政协在中共济宁市委的领导下，以邓小

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

指导，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为全市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维

护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

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近几年，随着我

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全市各级政协组织不

断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民政协工

作日益活跃，年年都有新变化，届届都有新发展，在广大

人民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声望。

关心国家大事，牢记重任在肩。全市广大政协委员讲

大局，议大事，表民意，献良策，陈诤言，求共识，始终表现

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为促进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积极献计出力，赢得了人民群众

的普遍赞誉。回顾、总结政协工作新鲜经验，不仅有助于

为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而且有助于宣传人民政协，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扎实有效地推进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济宁市政协志》一书，就是适应这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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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编纂的。

盛世修志，服务未来。《济宁市政协志》实事求是地回

顾了济宁市人民政协走过的历程，反映了政协在新时期

取得的工作成就，是我市政协新时期发展历史的真实记

录，并从较高层次上总结了工作经验，是一部珍贵的历史

资料。我们应当认真回顾人民政协的光辉历程，以史为

鉴，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政协工作

的新特点，新思路，新方法，推动政协工作不断开创新局

面，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借本书出版之

机，我们向对人民政协工作给予关心、重视和支持的各级

党委、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表

示衷心感谢!向奋战在各条战线并为政协工作做出贡献

的广大政协委员致以亲切慰问!

人民政协前程远大，大有可为。我们要同心同德，再

展宏图；群策群力，再创辉煌。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

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济宁市委领导

下，牢牢把握团结与民主这两个主题，高举爱国主义、社

会主义两面旗帜，继承和发扬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以新

的业绩，再谱人民政协的新篇章。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

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实事求是地记述济宁市政协

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全面、准确、翔实。

二、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分编记述，

共设十一编。编下设章、节、目。附录在后，未入编列一

三、1983年10月，济宁地区改为省辖地专级济宁

市，原济宁市(县级)改为市中区。原济宁市政协共五届，

地改市之后于1984年1月组建的第六届济宁市政协沿

用了原县级济宁市政协的届次。

四、本志对第一届至第五届政协的记述从简。对第六

届政协以来的记述从详，为本志的重点和主体。同时，按

照惯用序列，依次收录各县(市、区)政协概况。

五、立志原则：事以类从，类为一志，不受各委室现行

工作分工的局限。本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述而不论，力

求形式得体，层次清晰。

六、本志时间上限为1949年9月，下限为1995年6

月，个别内容略有顺延。各县(市、区)政协概况的时间下

限为1994年10月。行文中，“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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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建立前后；“文革时期”系指1966年5月至1976年

10月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

七、称谓：凡涉及政区、机构等事物的名称，一律采用

当时的称谓，初记全称，后写简称，并在括号内注明。凡涉

及人物，除特殊情况外，一律直书其名，不冠称谓，不加褒

贬。

八、数据：凡涉及委员的年龄、文化、界别构成等方面

的数据，均采用当届第一次会议的资料；凡涉及社会数

据，以市统计局公布的为准；其他则以本会档案室的公文

资料为准。数据、时间的书写均采用阿拉伯数字。纪年为

公历，年号一律写全称。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文风严谨、朴实，

语言简洁、通俗。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市政协各委、室和市中区政

协。为节省篇幅，概不注出处。各县(市、区)政协概况，由

各县(市、区)政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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