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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

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和

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

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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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重要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登封市

(县)委员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

方组织。 ；．

”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

协的主要职能。人民政协对国家和地方的大

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

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

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对国家宪法、法律和

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

行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的拓展和延伸。

登封政协成立以来，认真学习并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地方党委

的领导和上级政协的指导下，在各级职能部门

的密切配合下，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

旗帜，坚持团结、民主两大主题，巩固和发展爱

国统一战线，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多

层次多渠道的协商监督，发挥政协人才库的整

体功能，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各项重大改

革决策的讨论。切实履行人民政协的主要职

能，服务大局，务实创新，努力推进政协工作的

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完成了历届委员会制定

的工作计划和任务，在发扬民主，扩大团结，协

调关系，化解矛盾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促进了登封的改革深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和民主政治建设，也促进了人民政协工作的向

前发展。7
‘

登封政协的成立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

时期。

一、登封政协的成立初期

1981年12月——1987年4月，登封政协

成立的初期经历了两届委员会，登封政协委员

由一届的77人增至130人，界别由12个增至

14个。包括登封的宗教界爱国知名人士，集中

了社会各界代表人物。政协机关的设置从一个

办公室发展到一室三科(即办公室、学习宣传

科、联络科、咨询科)，机关工作人员由最初的一

人增至五人。政协成立初期，在履行政协职能

的方式、方法、程序上，都处于向上级政协学习、

向外地政协取经、建立健全工作机构的探索阶

段。

这个时期，登封政协根据河南省政协工作

部署，把紧紧依靠县委领导，积极主动开展活

动，服从和服务于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作为

政协工作的指导思想；把充分调动各级政协委

员积极性，发挥委员专长，作为活跃政协工作的

基础；把搞好政协队伍的自身建设，加强同各界

人士及工商联的联系，争取政府和有关部门的

支持作为开展政协工作的重要条件。

从政协一届登封县委员会到政协二届登封

县委员会，政协依据1954年12月《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围绕县委、县政府的

中心工作，认真履行政协职能，做了许多实际工

作：组织政协委员列席县人民代表大会，参与讨

论登封建设的大政方针；征集和办理委员提案，

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就地方重要事务和人民群

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组织委员和各界人士，就登封县国民经济发展

状况、工农业生产、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知识分

子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畅通“三

街艿尹——口卯矿●l◆

6、一l



登封市政协志

胞”回乡探亲渠道等各界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

进行视察、调研和协商，提出了许多合理化意

见；积极宣传党的“三胞”政策，努力做好团结

“三胞”及其眷属工作；贯彻“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方针，组织抢救了部分民间文艺作

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繁荣；组织政协

委员和各界人士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学习时事政治和政策，参加县委、县政府组织

的一系列的重大活动。这一时期的政协工作，

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农村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平反冤假错案，落

实党的政策，调整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开展与

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联谊等方面。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登封政协的发展时期

1987年4月——1998年2月，登封政协的

发展时期经历了三届委员会。

，1989年4月，在政协登封县第三届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后，经中共登封县委批准，政

协机关设一室六委一科，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增

至11人，使登封政协和河南省、郑州市政协在

工作机构的配置上趋于一致。政协的各项规章

制度也逐步得以健全和完善。

从政协三届委员会到政协五届委员会。登

封县政协工作在原来基础上。有了新发展。首

先，政协坚持把理论学习放在第一位，每年为全

县政协委员订阅“一报一刊”即《人民政协报》

和《河南政协通讯》，把个人自学与集体学习结

合起来，形成了认真学习、民主讨论的风气；

199l——1993年，连续获得河南省“通讯报导

先进县”和“通讯发行先进县”。其二，围绕县

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倡导“学、查、办”，大练基

本功}，广泛开展“写一份好提案、提一条好建议、

办一件好事实事”为内容的“三个一”活动。其

三，服务党政决策，开展视察、考察和调查活动；

搞好政治协商，继续办理委员提案。加大民主监

督力度，积极参政议政。。其四，加强对外交流与

学习，参加或举办了各种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

o

规模较大的有颍河流域政协工作协作会、秦晋

豫三省政协工作会、郑州市区县(市)政协工作

理论研讨会；组织“嵩山少林武术代表团”出访

了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国，为使登封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登封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其五，广

泛征集、整理并出版了《登封文史资料》。其

六，坚持为社会服务，政协扶助大金店镇太后庙

村建了一个千亩果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组织下乡义务医疗和咨询服务活动；联合创办

“河南大学少林武术学院”。其七，举办了由全

市20多个系统参加的“政协统战知识大奖赛”

等，为登封的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三、登封政协的开拓进取新时期

1994年5月，登封撤县设市，县政协改称

市政协。鉴于上届政协任期未满，直到1998年

2月换届才成立了政协登封市第一届委员会。

按照全国政协的通知精神和河南省、郑州

市政协的统一安排，登封政协接收科协为政协

组成单位，政协的组成界别、工作范围、工作领

域进一步扩大。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市政

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增至164名，界别15个。

政协机关工作人员不断得到交流，各委室负责

人也顺利进行了新老交替，使机关干部队伍实

现了知识化、年轻化。

这个时期，登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

了巨大成就，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经济运行

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经济结构调整迈出新

的步伐，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的成绩，由全

省的15个贫困县之一发展为全省18个富裕县

之一，并荣获“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称号，登封跨人了一

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登封市政协工作也随之进

入了一个开拓进取的新时期。

t政协登封市第一届委员会，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继承历届政协的优良传统。认真贯彻执

行《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的规定》和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相

∞w‰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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