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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史志，可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值政通人和，华夏盛世，

宁夏统一战线事业蓬勃发展之际，《宁夏民革志》付梓出版，这是

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宁夏民革是我区较早建立组织的民主党派之一，具有光荣的

传统。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宁夏的袁金璋、雷启霖等民革党

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活动，为

宁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1951年，民革宁夏省分部筹委会成

立后，带领广大民革党顶积极碜加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社j

会主义革命运动，并开展自我教育活动，为顺利完成从新民主主

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思想转变，打下了坚实竹基础。1958年，

随着我国行政区划的调整，民革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正式成

立。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包括民革在内的各民

主党派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一道，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经受了历史



的考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的

颁布，民主党派参政党的地位得以确定，我国多党合作事业进入了

新的发展阶段，宁夏民革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切实履行参政议政、民主

监督职能，为党委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和建议，为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宁夏民革志》客观地记述了宁夏民革的历史，旨在向社会展

示宁夏民革的风貌，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国多党合作这一基本政

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帮助广大民革党员了解历史、继承优

良传统，使多党合作事业薪火相传，为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充分

发挥参政党作用奠定坚实的基础。编纂工作历时两载，经过编纂人

员广泛深入搜集和核实史料，将事件发展的脉络和体现民革特点

的资料入志，倾注了民革人赤诚的敬业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痴情所至，心血所注，终结硕果。

遵嘱谨拟，是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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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60周年和

民革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成立50周年庆典。民革宁夏区委会编

纂了《宁夏民革志》，作为贺礼以示庆祝。同时，本书也是献给全区

民革党员的一份礼物，望大家认真学习民革历史，继承和发扬民革

优良传统，不断总结宁夏民革历史经验，推动宁夏民革的各项工作

更好更快的发展。
’

宁夏民革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同时诞生。但追溯历史源头，早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i袁盒璋、雷瑭霖、司以璁等前辈在中国共严

党的领导下，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和马鸿逵黑

暗统治的年争：成为宁夏民革的奠基者。解放后，mg；-宁夏省分部

筹委会于1951年成立。1954年宁夏省建制撤销，宁夏民革组织划

归民革甘肃省委会。1958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同

年9月，民革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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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和各民主党派一道，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

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经受了

历史的考验。，为宁夏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的理

论和实践方面持续进行广泛的探索。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

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颁布

实施，从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确定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性

质和作用，规定了多党合作的基本原则、政策思想和主要内容，从

而确立了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基础的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的基本格局。2005年，中共中央集党内外的集体智慧，在认真总结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建立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又制定了《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建设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对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的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作了更为科学的规范。这

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的颁布实施，对于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加强参政党

建设，发挥参政党作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文件精神指

导下和中共宁夏区委的重视和推动下，我区多党合作的形势和全

国一样，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宁夏民革积极参加政治协商，

努力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不断拓宽

社会服务领域，在我区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1989

年至今，宁夏民革成员总数增长了68．6％，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成员

由5．5％上升到63：2％，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成员比例由

10．6％增加到15．8％。目前，民革宁夏区委会下辖4个市级组织、1

个区直机关工委、3个县级组织、49个基层组织(总支3个，支部

44个，小组2个)，共有党员892人；在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司法

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民革机关中担任副处级以上职务的

党员共57人，占党员总数的6．4％。近十年来，区委会每年参加自

治区党委、政府、政协及自治区统战部举办的政治协商会、情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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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会、各类座谈会15次左右，每年向自治区提交调研报告、集体提

案约20份。在多党合作和履行职能的实践中，宁夏民革本着求实

的态度、创新的精神，认真地发挥参政党的作用，也使成员接受了

教育，经受了锻炼，提高了素质，增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坚定性。

研究和总结宁夏民革历史，是为了借鉴历史经验，更好地为

宁夏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服务。回顾多党合作的历程和宁夏民

革发展的历史，有4条基本经验必须长期坚持。第一，牢牢把握多

党合作的政治原则，是民革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

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

情的基本政治制度，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和

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优势。确立和实行这个制度，是历史的选

择、人民的选择，也是各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我国多党合作事业

之所以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挥巨大作用并始终

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

长期团结奋斗中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共识，并经过发展、完善，

形成了前述两个《意见》中的重要政治原则，即坚持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

验，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坚

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其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坚持这五条政治原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

发展，关系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民主党派正确履

行硼吕孩挥券颇搠砸强6酮甄肾断两匿有歪毫万酮葫再弓i
摇。第二，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

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民革坚持和维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思想基础。一历史和

现实已雄辩地证明，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

具体情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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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重要思想，才能解决中国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前途。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

期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

标的伟大纲领，是爱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壮大的强大思想

武器与行动指南。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等一系列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对于继承、丰富和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具有极

为重要的意义，也为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和民主党派的建设创造

了更加良好的环境。民革作为参政党，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中有更好的作为，就必须引导、教育成员自觉地深入学习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最新理论成果，提高运

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切实加强思

想建设，坚定理想和信念，在事关全局、事关根本原则的问题上是

非分明、立场坚定，始终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风雨同舟，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三，切实加强自身

建设，是把民革建设成为适应新世纪要求的高素质参政党的必然

要求。新的形势和任务，对民主党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革要做

到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就必须增强履行职能与共谋发展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提高成员的道德修养、综合素

质和为改革、发展、稳定服务的本领，全面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制度建设和机关建设。要以政治交接为主线，坚持“四化”方针

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在严把组织发展关的基础上，加强后备干部

队伍的培养和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

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与合作共事能力。孙中山先生爱国、革

命、不断进步的精神和民革前辈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奋

斗的优良传统，始终是激励民革成员与时俱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要继承这些优良传统，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在多党合

作的道路上发扬光大、代代相传，这也是民革自身建设的重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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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要通过广大成员的共同努力，把宁夏民革建设成为理论上清

醒、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机制上健全、人才辈出、充满活力的

高素质参政党。第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

主监督职能，是民革发挥参政党作用、体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

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赋予各民主党派的重要

职能，是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形式，也是

民主党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

要务，也是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为此，宁夏民革必须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发展这个根本任务，服从和服务于

改革、发展、稳定这个大局，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的总体

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

来，在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中，发挥参政党作用，实现自

身的价值。一是要在广泛了解国情和区情的基础上，根据人才结

构的特点，扬其所长，选准角度，发挥整体功能，深入调查研究，积

极建言献策，力求做到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具有科学性、前瞻性、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要注重加强参政议政骨干队伍的建设，深

入探讨参政议政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广泛争取中共各级党委、政

府和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支持合作，建立健全参政议政工作机

制，逐步实现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二是在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就某些问题提出

意见、建议或批评，向司法、检察、监察、教育、审计等部门推荐特

’邀足员谈宁夏艮苹兹绗氏主j监督职嚆啪两种j妥形式—筹重视一
在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中强化民主监督意识，选派政治责任感、参

政议政能力较强且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同志担任特邀人员．j并配

合中国共产党共同探讨民主监督的新形式、新途径，以求在推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中，使这项制度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三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促进发展的重要条件。坚持以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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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了解民情，关注民生，积极反映社情民意，是民主党派履行职

能的重要内容。民革具有与海内外联系广泛的优势，要积极协助

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增进共

识、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工作，为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

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振兴中华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伟

大事业而不懈努力。

《宁夏民革志》的编纂和出版，是宁夏民革发展历程中的一件

大事，对于铭记历史、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一是存史。本志对宁

夏民革史料进行了较全面搜集、分类、整理，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

的宁夏民革历史文献，为今后运用宁夏民革史料提供了方便。二

是资治。本志对宁夏民革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活动作了比较翔实

的记载，展示了宁夏民革自成立以来在各个历史阶段所取得的成

绩和经验，可为促进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和宁夏民革的建设提供

借鉴；三是教化。本志是宁夏民革发展情况的真实写照，可以作为

教材，用于对成员特别是新成员进行党史教育。

《宁夏民革志》有三个特点。一是历史跨度比较长，本志上、下

时间跨度长达60多年。二是涉及地域比较广。本志涉及的地域范

围包括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大部分行政区域，有些事件和活动还

涉及到国内其他地区。三是资料内容比较全，本志分前饰、具体内

容、后缀三个部分，共有7章22节，较全面地涵盖了宁夏民革工作

的各个方面，较系统地记载了宁夏民革的发展历程。

《宁夏民革志》的编辑出版，是民革中央、自治区党委统战部

和各有关部门悉心指导和大力帮助的结果，也是宁夏民革各级

组织、广大成员和编委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同志和宁夏政协主席任启兴同志及

中共宁夏区党委原副书记、自治区政协常务副主席马文学同志

为本书题了词，中共宁夏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自治区政协副

主席马金虎同志为本书撰写了《序言》，更为本书生辉增色。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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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我代表民革宁夏区委会和《宁夏民革志》编委会向长期关

心、支持宁夏民革工作的各位领导、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宁夏民

革的各级干部、广大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编写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加之史料收集很难齐全，

疏漏、不当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

再版或续编时予以纠正、增补、完善。

政协宁夏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

民革宁夏第八届委员会主委

二o o七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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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Li

一、本志定名为《宁夏民革志》。

二、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存真求实，秉笔直书，力求客观记述宁夏民革有史以来的史实，使

整部志书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三、本志时间上限不限，下限时间为2007年6月30日。

四一、本志所记述的地域范周，以现行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

域为主，个别事件扩展到自治区以外地区。
：

五、本志前饰题词、照片、序言、凡例；一_内容包括概况、大事记、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开展社会

服务、为促进祖国统一服务、宁夏民革人物和后记，后缀参考文献。

六、本志采用述、记、录等体裁进行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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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内设章、节、目、子目等层次记述。

八、本志大事记，以自治区民革及上级组织的重要事件为主，

市、县级组织的事件为辅。

九、宁夏民革人物包括人物简介和人名录两部分。人物简介

按照“生不立传”的传统，介绍已故历届区委会主委、副主委和市、

县级委员会主委的简历和事迹。人名录收录在历届各级人大、政

府、政协、参事室、文史馆、黄埔同学会、国有事企业单位担任副处

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员，以及党员中所有正高和离退休后具有副

高职称的专家、学者、教授。

十、本志运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进行记述，文字一律按照1992

年7月7日新闻出版署、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出版物

汉字管理规定》执行。

十一、本志资料均为经过核实考证的历史文献、档案和口碑

资料，不注明出处。

十二、本志数字的用法，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

13日颁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

十三、本志称谓一律采用全称、规范简称和第三人称。

十四、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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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周铁农同志题词

雹

宁夏季志

昌饬卜亢芊

历殳瓮拴泣汞武午倦像臼旒

同终摩

．＼口4卢‘彳：彳舟



雹

宁夏政协主席任启兴同志题词

宠吓，^苌n日

‘n昕肥招殷

宁夏季志

．，，夏6帝dmu

≮磐皿



中共宁夏区委剖书记、宁夏政协副主席马文学同志题词

Z

宁夏季志

发裼传统社钌踅马，叉哮

二D

D疋岛叮丕同



雹

2003年4月11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左四)在自治区党委书

记陈建国(左二)、自治区政府主席马启智(右一)、自治区政协主席任

启共(左一)等领导的陪同下，到民革宁夏区委会机关视察。因为区政

协副主席、民革宁夏第八届委员套主委粱俭(右三)介绍情况

1995年8月9日，民革中央来宁夏调研时，调研组领导与自治区党

委统战部、民革宁夏区委会、民革il-J；I市委会领导及工作人员的合影．

前排左起：李品三、关富山、张致和、张广生、刘德元、李沛瑶、彭清
源、棘洪、万民和、刘璞、崔恺、李宁

z—z^．，一)三一z‘．●N=

宁夏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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