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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老秘书长杨钟蠡，新秘书长

刘贤儒在政协地区工委主任姚智梅的陪

同下，莅临找县指导工作(一九九三年)

省政协副主席凌青视察柘荣县工业
企业，图为凌青副主席为闽东荣华纸业
有限公司题词(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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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

织。我国爱国统一战线，是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

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

线的工作范围越来越广。统一战线仍然是我国人

民团结战斗，建设国家，统一国家的一个重要“法

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

初就指示我们，人民政协“前途远大，大有作为’’’。

《柘荣县政协志》是在盛世修志的浪潮推动下

编写的。我县政协是1984年6月成立的，迄今只

有九年的时间。九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一

刹那的瞬间。然而，在中共柘荣县委的领导下，在

省政协和宁德地区政协工委的指导下，在部门单

位的支持下，在历届政协委员的努力下，使我县政

协工作逐步走上了轨道，按照政协章程的要求，认

真开展各项工作和活动，团结各界人士，积极参政

议政，发挥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作用，

为我县两个文明建设和巩固发展爱国战线，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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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的贡献。特别在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增进与

“三胞”的联谊，加强横向联系，发展外向型经济，

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等等，作了许多有益的实事。

这本志书，记述着我县政协从诞生和走过的

短暂的历程，翔实地记载着工作和活动，经验或教

训，孰是孰非，均可借鉴。认真回首反思，确也有益

于今后的旅程。但由于我县政协成立时间短，经验

不足，各项工作的活动，与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差距

还很大。也由于我们理论和业务水平不高，受多种

因素的限制，本志书出现不妥之处，甚至谬误，在

所难免，请谅解，趁引机会，敬请批评指正，以臻完

善。

中共柘荣县委书记

定协柘荣县第三届委员会主席

一九九四年三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

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二、本志上限不限，重点记述县政协成立后的

各种活动，下限至1990年底，个别事项延伸至修

志搁笔为止。由活动纪事、概述、历届全会、机构设

置、活动情况等为内容组成，全志计五章十九节；

三、本志为编写方便，一些专用名称简化编

写。如“党的领导”，系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系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代表大会第三次中央委员会"；“政协柘荣县委员

会"或“县政协”，系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柘

荣县委员会”。志中涉及政协机构，会议和职务的

称谓，省略头衔，如“全体会议”，系指“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柘荣县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提案

委员会"，系指“政协柘荣县委员会提案委员会"；

“主席99、66副主席"、“常委”、“委员"，系指“政协柘



荣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委、委员”等，诸如类

推：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照片；

五、本志活动纪要，略提纲要，详细记述于章

节，个别地方互有交叉；

六、本志以公元为纪年，记载民国时期的史

实，加注公元年月；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县政协档案、历次委员会

材料汇编，简讯，文史资料和县档案馆资料，交通

过社会调查和个别访问等。



概 述

柘荣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是闽东的一个山区

县。东接福鼎，西连福安，南邻霞浦，北毗浙江泰

顺。全县面积552．78平方公里，人口9．1万多人，

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以畲族居多。金县2镇7

乡，114个行政村，1007个村民小组。这里素有“闽

浙咽喉"之称。历史以来，这里就是南来北往的人

流和物资的集散地，解放后的40多年来，公路建

设连结着全国各地，不仅“104"线国道贯穿县境，

公路纵横，四通八达，旅行十分方便。全县四季分

明，属温和潮湿的亚热带气候，春暖早、夏凉爽，是

避署的胜地。

柘荣原名柘洋，有着悠久的历史。八十年代

初，在后井、石山、洪坑和富溪等地发现出土的石

铲，石镞和原始瓷片的鉴定，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商

周时期，就有人类在这里定居生活，开荒造田，发

展、生产，生息繁衍。宋时设柘洋里，属长溪县(今霞



浦)辖区。元为柘洋上里，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

年)，置柘洋巡检司，清宣统时，柘为霞浦上西区。

柘荣人民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勤劳勇敢，艰苦奋

斗，抗御外来侵略，抵抗压迫剥削，前仆后继，从未

间断过，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八月初，

日本倭寇侵犯围攻柘城，柘荣人民奋起斗争，经旬

日的抵抗，日寇弃城而逃，保住了城里人民的生

命财产免遭掠夺蹂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柘荣人民投身于如火如茶

的革命洪流之中，建立革命根据地，分田反霸，把

革命红旗插遍全县。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

年)，先是创建“上西柘洋区苏维埃政府”，柘荣成

为霞、鼎、泰革命的中心。民国二十四年(公元

1935年)6月，柘洋升为特种区，直属省辖。民国三

十四年(公元1945年)十月一日，升格设立县制为

柘荣县。

1949年6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

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柘荣，从此，柘荣人民与全国

人民一样，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解放后40多



年来，虽经二次撤销县制，时间长达lo年之久，但

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

的各个时期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改革开放的不断演化，柘荣的面貌起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工农业生产发展了，文化事业发达了、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市容建设、高楼林立、道路

宽畅，人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两个文明建

设成效斐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在长期

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

一战线的组织。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结合我

县的实际和需要，于1983年11月，经中共宁德地

委批准，并经半年的筹备工作，于1984年6月下

旬，召开政协柘荣县委员会一届一次会议，正式成

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柘荣县委员会”(简称

政协柘荣县委员会)。几年来，在中共柘荣县委领

导下，我们遵循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贯彻

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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