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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双江县委书记 郭金富

双江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 新

千禧之年，党的十六大刚刚闭幕，《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

族自治县政协志》(以下简称《双江政协志》)出版面世了。这是双

江县政协工作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双江政协40年发展历程

中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双江政协志》是一部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志，她高举邓小平理

论伟大旗帜，紧密结合双江县实际，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县政协在县委的领导下建立、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囊括了县政

协的基本情况。翔实地记录了县政协组织始终围绕全县各个时期

的中心任务，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职能

的光辉历程。这是一本资治当今，垂范后人的重要著述，是双江县

新编地方志丛书中不可缺少的政治类专志。该书的出版，不仅填

补了双江县政协无志的空白，实现了历届政协领导多年的夙愿，而

且是一项有交往今人，惠及后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有益之

举。

志书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横排纵叙、详近略远地再现了历届政协组织和委员辛勤

耕耘的足迹，是双江政协集体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她客观、真实地

总结40年来政协发展的历程，特别是新时期人民政协的工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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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江政协志

验，反映人民政协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双江各族人民提供了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本书的出版，将为进一步贯彻执行好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翔实可靠的实践资料；为全

县各级领导机关及领导同志了解情况、制定计划、执行政策、指导

工作，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提供有价值的依据；为进一步

加强自身建设，继续推进人民政协履行“三项”职能规范化、制度

化、程序化，为全面建设双江的小康社会献计出力，创造性地做好

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向全县广大干部职工、人民群众进行中

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教育，进行人民政协的性质、作用、职能

教育，进行基本知识学习，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民

族宗教政策教育提供了可读性教材。这些意义和作用，将会在今

后政协的发展乃至全县“三个文明”建设中充分体现出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一大法宝。我们相信，县政协一定能够通过总结过

去，更好地规划未来，充分借鉴宝贵的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更好

地肩负起新世纪人民政协的使命，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为全面建

设双江的小康社会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200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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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政协于1963年成立至今，

经历了八届，走过了不平坦的征程。

40年来，在历届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地政协的帮助指导

下，历届政协领导班子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努

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

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边疆、山区、

民族、贫困”的实际出发，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突出

团结、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

项职能。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的优势，始终围绕县委提出的发

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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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思路，积极开展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民族、宗教等诸

多内容的协商、调研、提案、视察重要活动，为加快发展经济、脱贫

致富步伐，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参政议政，提出了许多可

供县委、政府决策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在双江县“两个文明”建设中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政协的工作得

到县委、政府的重视、肯定和支持，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信赖、支持

和称赞。

跨入新世纪，人民政协的任务更加繁重和光荣。双江县政协

委员会要在中共双江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坚持和贯彻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进历

程中，面向未来，立足县情，团结各族各界有识之士，广开言路，畅

通民主渠道，为实现新时期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想新

招、思新路、谋新略、干实事，与时俱进。

《双江政协志》系统地记录了县政协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历程，

为社会特别是双江县广大政协工作者，留下了一笔财富，为后人进

一步认识政协组织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

可从中获得启迪和借鉴。“以史为镜”达到“存史、资政、育人”，是

政协修志的夙愿。

编纂出版《双江政协志》，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凝聚着全体编

辑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得到县委、政府的关心支持，得到部分委

员和委员所在单位以及有关人士的支持和资助，在此，我代表政协

双江县第八届委员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

2002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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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名称为《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政协志》，

简称《双江政协志》，是记述双江县政协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作，

双江县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志，新编地方志政治类专志。其上限追

溯到1955年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下限至2003年3月即双江县第八

届委员会届满。坚持详近略远，突出重点，力求正确反映政协工作

的实际。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依据。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

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真实性相统一，以达到“存史、

资治、教化”的目的。

三、本志分章、节、目，横排纵写。采用序、述、记、志、传、录、

表、图片等多元体裁。文字使用1977年修订重排的《新华字典》规

范的简化汉字。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存档的历届政协委员会历次会议文

件、工作总结、会议简报、原始记录和当事人提供的回忆资料，力求

翔实、准确。

五、本志年代采用公元纪年，数字除引文、题词用汉字表达外，

其余基本用阿拉伯数字著录。引文中使用不同的简称如“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委员

会”简称为“政协双江县委员会”、“双江县政协”、“双江政协”“县政

协”、“政协”；“中国共产党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委员



现称勐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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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隔江相望．南与澜沧、沧源两县毗邻，西与耿马县相依，北与临沧

县接壤。澜沧江、小黑江为双江与景谷、澜沧、沧源三县接壤之界

河。境内最高海拔3 233米，最低海拔670米，相对高差2 563米，属

低纬度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是双江

气候的特点。双江年平均气温为19．5℃，年平均降水量为1 015．6

毫米，盛产水稻、玉米、甘蔗、茶叶、虫胶、水产业等。改革开放促进

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双江各族人民逐步走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1950年11月23日，双江解

放。12月3日双江县人民政府成立，隶属于保山专区。县人民政

府设于云盘(今沙河乡云盘村)。1952年底划规新设的缅宁专区

(后改为临沧专区)，县人民政府迁至勐勐。1959年，双江县与临

沧县合并，称临双县。同年底又分设，．仍恢复双江县。1985年6

月11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双江县设立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

自治县。1985年12月30日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成立。

经中共云南省委1962年批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

双江县委员会于1963年12月3日正式成立，1985年12月30日



双江政协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

傣族自治县委员会，简称政协双江县委员会。县政协成立以来，在

中共双江县委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作为党的统一战线组织，高举爱

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遵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和政协章程，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

能，团结全县各族各界人民群众，在推进全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事业中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前进的道路上，有顺利发展的历程，也有

曲折坎坷的阶段。 ．

双江政协现在是第八届委员会，委员人数由第一届的53名发

展到145名。自第三届委员会起，委员中有农业、工业、商业、文

化、教育、科技、卫生、党政群以及民族、宗教爱国人士、起义投诚人

员、归侨、侨眷、台属等全县各族各界人士，改变了第一、二届期间

只以民族爱国人士为主体的状况。政协委员的主要职能也随着社

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前进，由过去的主要为消灭阶级改造人服务，发

展转变为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在和平统一祖国、献计出力等

方面，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制定、贯彻实施进行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党委更加重视人

民政协组织的建设，县政协被列为县级四大机关之一；政协的领导

参与议决全县政治经济重大事务会议。政协机关工作人员编制由

过去的一两名增到22名，并增置办公用具和交通工具。人民政协

的地位作用在全县人民心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双江政协建立以来，首先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了自

身建设，始终坚持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认真组织广大

委员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学习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的重要文件，重要会议精神，领

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学习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

政策以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人民政协理论，努力提高



概述

政协委员的思想政治觉悟，自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到在思

想上、政治上始终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与此同时，切实加强了政

协各项制度建设，依据国家宪法、政协章程和中共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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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

建立和完善了县政协的各项规章制度，使政协工作有章可循，并逐

步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轨道，有效地保证了政协工作

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航向不断前进，不断发展。

双江政协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

中心任务，积极参大政、议大事、办实事。通过会议协商和深人实

际开展调查：视察，写出专题报告，组织委员提案、建议案等形式，

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映社情民意，向党委和政府提出意见和

建议，积极献计献策，为党政领导机关了解情况，制定计划，执行政

策，指导工作，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县政协把协商在决策之前、监督在实

施之中的原则切实贯穿于整个工作当中，积极主动地参与贯彻落

实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各个时

期的中心工作，积极地献良策、出实招、办实事，为促进全县的农业

和农村工作，山区开发，扶贫攻坚，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

推广科学技术，发展工业、交通运输、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建设

事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双江政协从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出发，认真做好民族宗教和“三

胞”联谊工作，正确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长期共

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祖国的方针，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边疆的稳

定。征集、编纂、出版文史资料，编修政协志书的工作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

总之，双江政协组织建立以来，在中共双江县委的领导下，经

过全体政协委员的共同努力，人民政协工作得到了不断的加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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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开创了新的工作局面，并在各项工作中取得了满意的成绩，

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

线，团结全县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推进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建设，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一b任务做出了重要

贡献。



召开第一次协商会议。

4月25日，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双江

县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决议》，正式批准在全县范围内有计划、有

步骤地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

1962年

8月23日，县委向临沧地委报送《关于成立政协双江县委员

会》的请示。 -

12月20日，经地委向省委请示，省委批准同意成立政协双江

县委员会。

1963年

1月3日，临沧地委把给省委的报告及省委的批复一并批复

给双江县委，核准双江政协委员会组成人员53名，常委19名。

11月下旬，邀请具有代表性的各方面人士15人组成筹备委

员会，召开筹备工作会议。

12月4—6日，召开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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