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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序 言

刘万良

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

民主的重要形式。今天，《锦州市政协志》面世了，它使我们能比

较全面地了解锦州市统战工作的历程。

这部志书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

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反映了锦州

市政协自建立以来的历史与现状，可以堪称为锦州市政协的一部历

史著述。它以时间先后为序，沿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发展进程，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地方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及所完

成的历史任务。它集政协基本上作之大全，重点记述了政协所参与

的锦州市政治、经济及各个方面的概貌，寓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一主要职能于其中。《锦州市政协志》的

面世，对于很好地总结锦州市爱国统一战线方面的经验，推进民主

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巩固和发展锦州市爱国统一战线的大好形势，将起到借鉴和推

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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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锦州市委的领导下，锦州市政协组织从无到有，由小到

大，其影响和作用越来越被社会所公认。现在，锦州市政协委员已

由1955年一届一次会议时的45人发展到1996年九届四次会议时

的329人；界别由过去的17个发展到30个；机关工作机构，由
●

“文革”前的一个办事机构秘书处，发展为现在的六个专门委员会

和一个办公厅。 ．

新时期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的新变化，给人民政协本

身的工作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锦州市政

协工作，如同其它各条战线一样，出现了千帆竞发、百花盛开的局
●

面。市政协委员怀着拳拳报国之心，以自己业务专长，一方面，在
●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在政协这个大

家庭里，出谋献策，参政议政，把自己舀勺聪明睿智贡献给祖国的宏

图大业。
’

锦州市政协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一主

要职能上，发挥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

性。现在，锦州市的民主党派已由过去的4个发展到6个，成员由

“文革"前的142人发展到现在的1346人。他们高举社会主义、爱

国主义旗帜，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同舟共济，表现了亲密友党

的崇高风格。这是锦州市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的重要力
●

量之·。我们要永远珍惜、巩固和发展这种关系，为振兴锦州、繁

荣辽西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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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正处于新的重要的历史时期，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

政协去实践去完成。《锦州市政协志》的面世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很

好的自我学习、自我总结的机会。我们要认真回顾政协所走过的路

程，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除陈拓新，以启迪今人和后人。在今后

的工作中，我们只要始终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坚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思想，我们的政治协商、
●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定会硕果累累，我市的民主政治建设定

会出现更新的局面。

1997年7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凡例

凡 例

《锦州市政协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进行编

纂，力求成为锦州市政协的百科全书。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知识性相统一，具有教育意义和使用价值。

本志书在编写过程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凡涉及重大历史问题

和事件，均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编写，坚持实书

直叙，让事实说话，编者一般不加评论褒贬。

篇目：本志书篇目的布局坚持“事以类聚"、“横排竖写力，采

取篇、章、节，中间穿插部分名单、图表。全志书正文分为概述、

大事记、协商委员会、政协历届全委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

主要活动、日常工作、机构沿革、附录等篇。全书29万字。

断限：本志书上限起于1950年2月，下限至1985年．12月31

日。后附锦州市政协1986年至1996年年鉴。
。

体裁：本志书采用述、记、图、表、录等综合体裁。

文体：本志书采用语体文、记叙体。

称谓：本志书之历史纪年均按公元。

数字：本志书各类统计一律按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要统一体例》的通知精神执行，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

引用原文按原文数字。

资料来源：本志书编写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市档案馆、《锦州

日报》社、锦州市图书馆和市政协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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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

的重要战略和策略思想。中国共产党在革

命的实践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思想原则。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统一战线看成是中国取

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共

产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的统●

战线)之一。1949年9月在北平(今北京)

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即相

继设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会和地方委员会这一统一战线组织和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一多党合作的组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锦州市

委员会(以下简称锦州市政协或政协锦州

市委员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

方组织。它在组织上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

在业务上接受上级政协组织的指导，同时

对县(市)区政协工作有指导关系。任务是

在中共锦州市委的领导下，进行统一战线

工作。它是地方统战工作的总部，也是发扬

社会主义民主的渠道、推行统战政策的阵

地和党外人士之家。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是其基本职能。

锦州市政协自1950年2月锦州市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政协前身)诞

生起，到1985年底止，已经度过了35个不

平凡的春秋。其大体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即：政协前身，政协的初创与发展，“文化大

革命”时期，政协恢复和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阶段：政协前身(1950,-,--1954)

1948年19月15日锦州解放。1949年

1月10日辽西省成立，锦州定为省会市。

不久．锦州市政府为了广泛与各界交换意

见．以便共同致力于新民主主义锦州之建

设，于1949年9月14日～16日在市青年

俱乐部召开了首次辽西省锦州市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1950年2月11日，锦州市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它的常设机构——锦

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锦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常设机

构协商委员会，不是地方的政权组织，而是

具有统战性质的协议机关．根据省政府的

指示精神，锦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

1950年10月6日～8日召开了二届一次

全体会议。会议执行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选举了市长、政府委员和协商委员。

锦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常设机

构协商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参加了各项政

治协商，组织各届代表人士参加政治运动

和学习，对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起了积极

作用。协助政府发动群众，在恢复生产、市

政建设、调整劳资关系、发展城乡贸易、解

决房产房租、买卖粮食、防汛防灾、整顿摊

贩、加强社会治安、做好社会救济、推销公

债、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开展“三反”(反

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

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

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展禁

止鸦片的“肃毒”运动等中心工作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第二阶段：政协的初创与发展(1 955""

1965)

1954年辽西、辽东两省并为辽宁省，

沈阳定为省会市．锦州市隶属辽宁省。

1954年6月27日．锦州市召开了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建立了市最高权

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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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在原统战组织市协商委

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政协锦州市委员会，

锦州市政协就此诞生．在首届政协第一次

全体会议期间，听取了市协商委员会的工

作报告。从此，原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协

商委员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当时，锦州市政协是以中国共产党为

领导核心，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

派人士、少数民族、归国华侨及其他爱国人

士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它是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范围更广泛、更全面的

阶级联盟。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是它的主要

职能。它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加强各族人民、各界人士的大团结，发展人

民民主统一战线，为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

专政、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市

政协在此期间，协助政府作了许多有利于

国计民生的工作，较好地发挥了政协组织

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职能作用．尤其

是在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帮助各界人士进

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以及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等方面，统战组

织作用更为明显。在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

识分子作用方面I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

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方面；在民族、宗教工作

以及文史资料工作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

果。

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党的“左”

倾思想抬头．在政治领域突出表现为阶级

斗争扩大化．因而使市政协在反右斗争中

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批判

和处理了一些长期与党风雨同舟、亲密合

作的同志。 ．

反右斗争后．市政协号召政协委员、民

主党派成员、其他各界人士都要在自觉的

基础上向党交心。结果，使一些人的交心变

成糟心、伤心或寒心．后来，市政协组织的

。神仙会”，贯彻了中央“神仙会”的“三自”

(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

问题)、。三不”(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

辫子)的原则，缓和了党与党外朋友的紧张

关系，对稳定时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市政协组织委员、各民主党派成员及

各界人士学习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规划会

议”和“全国戏剧创作会议”上为知识分子

“脱帽加冕”的讲话后，一度调动了积极性。

这两次会议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知识分

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为无产阶级服务

的脑力劳动者”。大家认为这个估价是符合

实际的，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决心搞好自己

的专业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

可是，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后，市政协在工作中却突出了。以阶级斗争

为纲”，片面强调加强自我改造以克服资产

阶级两面性。同年，市政协把知识界朋友为

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而提出的意见．当

成修正主义进行批判，让知识分子“夹着尾

巴做人”．再次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市政协在1963年～1965年的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中，组织委员到工厂、农村参加

一些‘‘对敌”斗争大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社

会主义民主渠道出现了堵塞现象。1962年

以后，在政协工作中．虽然贯彻了有7千人

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但由于

未能彻底纠正“左”的思想错误，市政协也

未能彻底摆脱“左”的影响。

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

1977)

196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t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学生红卫

兵冲上社会。“文革”初期，中共锦州市委统

战部为使上级组织及时了解、掌握锦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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