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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张伏生

我有幸从事人民政协工作十余年，历经市政协八、九、十届。在政协即将走

完五十年的光辉历程，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要发

扬光大前辈们的光辉业绩，把人民政协积累的丰富经验、形成的优良传统接过

来、传下去。《安庆市政协志》的出版，值得庆幸，我市政协组织终于有了自己的

存史志书。它对于观古察今，对于存史、资政、育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安庆市政协志》记载着从1949年9月安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到市政协

十届委员会止，近五十年的历史沿革、组织建设和履行职能的重要史料，全面地

反映了人民政协各个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伴随着历史的脚步，我市政协组织

也经历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初步发展，受挫折、图恢复和新的历史发展等

几个时期。 。

自1955年4月政协安庆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以来，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

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在我市政治、经济、社会生

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前进的过程中也经历了曲折和坎坷。“文革”期间，陷

于瘫痪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指导下，人民政协为我市拨乱反正、实现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促进社会主

义民主、法制建设，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巩固和发展我市的爱国统一战

线、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共中央[-95313

号文件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精神的

全面贯彻，我市政协组织主动争取党委重视、政府支持和多方配合，推进政协工

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党政的决策程序，加大参政议政力

度。在加快我市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小城镇建设、扶贫开发、工业

企业改革等方面，为党政决策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参考依据，为经济体制改革

和经济建设献计出力。《安庆市政协志》以完整的结构和翔实的档案资料，展现

了历届政协委员们无私奉献、辛勤_T-作、履行职能的历史画卷，凸现了人民政协

的团结合作作用、参政议政作用、桥梁渠道作用、咨询服务作用，为进行爱国主

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党的统战理论教育，奉献了一部活的教材。一切从事政协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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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热爱、关心、支持政协工作的同志们，都必将珍视它，并从中汲取营养。

人民政协是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随着中共十五大精神的

深入贯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人民政协肩负的责任不是

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新的形势给我们政协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历史

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服务于大局作为履行职能

的立足点，不论是建言献策，还是批评监督，都要从大局出发，有利于加强和改

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到“尽职而不越位、帮忙而不添乱、切实而不表面"；必

须把广泛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提高参政议政水平作为履行职能的切入点，练

好政协工作的基本功；必须把不断增强政治协商的主动性、民主监督的针对性、

参政议政的实效性作为履行职能的着力点；强化专门委员会职能，充分发挥委

员作用，积极探索政协工作的新途径。《安庆市政协志》作为一个浓缩的资料库，

熔史料性、权威性于一炉，是一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推进政协工作的参

考书j它将激励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开

拓前进。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作者系安庆市政协八、九、十届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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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安庆市政协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庆市委员会的专题志书。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

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政协安庆市委员会

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

二、时间断限，上限自1949年9月28日安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始，下限至1998年9月22日十届市政协第23次常委会议止。
’

三、志中县(市)区政协记述，以1988年9月安庆地区和安庆市合并后，安庆

市所辖行政区划为限。

四、限于成书时间，本志“组织沿革’’中十届市政协领导班子任期、机构设置

下限只记1999年。

五、本志取序、述、记、志、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图、表、录分附各章节。

记述上，除原文抄录外，均用语体文。 ．

六、本志采用章节体。全志设“历届会议"、“组织沿革”、“委员名单"、“主要

工作”、“专门委员会”、“机关工作"、“民主党派、工商联’’、“宗教团体”、“县(市)

区政协”、“人物”等十章，志前冠以概述、大事记，附录殿后。

七、公元纪年、数字书写均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专用名称、成语和表述

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八、组织机构、社会团体、会议名称与人物称谓，首次出现时，冠以全称，后

则酌情使用简称。

九、本志人物传略，坚持生不立传，以生年为序排列；传主均系全国、省、市

政协委员中的知名民主人士，在宜安徽省文史馆馆员；第一部分为安庆市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协商委员会委员和安庆市政协委员，第二部分为在宜全国

政协、安徽省政协委员；收录人物的下限时间至19 年10月止。．98

十、五十年代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一些“左”的现象及其用语，为保

留历史原貌，仍据实记载。

十一、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有关档案、志书、文件和史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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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安庆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背负大别山，南接九江市，西界湖北，北接六

安、巢湖地区，东与铜陵市、池州地区隔江相望。为汉口至南通近千公里之间长江北岸唯一重

要的港口城市。全市(含市辖七县一市)总面积1．54万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30．0平方公

里。全市总人口5944．5万，市区人口52万(统计至1997年底)，共有28个民族。安庆地貌

多样，有山地、丘陵、圩区和湖泊，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据《’98安庆

市情手册》) r。

’

安庆历史悠久，自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1938年的170余年问，一直是安徽省府

所在地，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南宋景定年间(1260年一1264年)至1949年安庆解

放，为怀宁县治，1927年至1930年曾一度设市。1949年4月，安庆解放，正式建立安庆市人

民政府。同年10月，撤销市建置，划归怀宁县。1950年10月，恢复安庆市建置，为安庆专署

直辖市。1951年9月，改为省辖市。1958年10月，安庆市与安庆专署合署办公，次年3月重

新分开。1965年7月改为专署直辖市。1979年11月，升为省辖市。1988年9月，安庆区划

调整，安庆地区、安庆市合并，组建新的安庆市，下辖怀宁、桐城、枞阳、潜山、太湖、宿松、望

江、岳西8县和迎江区、大观区、郊区。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安庆市委员会是人民政协的地方机构，是由各党派、各人

民团体、无党派爱国人士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组成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安庆市政协自成

立以来，在中共安庆市委的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围绕各个时期党政工作

中心，组织和团结广大政协委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为安庆的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

政协安庆市委员会的前身是安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1949年9月，根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安庆市举行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至1953年7月，

共召开10届。1950年3月安庆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期间，成立协商委员会，作为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休会期间的常设机构。协商委员会是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各族各界人士的代表组成，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协商机构。它除代行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常务委员会的职权外，还代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的职权。 ·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

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但人民政协作为

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1955年4月，根据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安庆市政协一届彳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安庆市委员会。至此，安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协商委员会完成了历史使命。

随着统一战线的发展，安庆市政协也相应发展壮大。一届政协期间，委员人数为104人，

委员界别21个，常务委员18人；“文革”前的五届政协，委员人数129人，界别21个，常务委

员37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六届政协，委员人数为263人，界别25个，常务委员74

人；十届政协有委员534人，界别28个，常务委员111人。(以上委员、常委数为各届总数，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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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中增补)

历届安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及市政协委员会均设有委员工作组和专门委

员会等工作机构。协商委员会期间，设置5个专门委员会，即：推行合作事业委员会、调整劳

资关系委员会、生产救灾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市政建设委员会。市政协成立之初，设有

学习委员会和社会、政法、文教卫生、民族宗教、工商5个工作组。“文革”前的五届政协设学

习委员会和工商、医卫科技、文教、社联、妇女、政法宣传、文史资料等7个工作组及秘书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六届政协设有秘书处、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及对台、

政法、科技、文教、妇女、工商、民族宗教工作组。1997年9月，经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审核，市

委批准了《市政协机构改革方案》，方案规定：市政协设办公室、综合调研室和8个专门委员

会。专门委员会即提案、经济、教科文卫、社会法制、民族宗教、文史资料、学习、台港澳侨联络

等委员会；政协办公室下设秘书科、行政科、人事科、文档科、退(离)休工作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安庆市辖八县三区仅桐城、怀宁，枞阳、潜山4县设有政协组

织，共有委员384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县政协组织全面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至

1998年，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已达231个(含乡镇政协组织)，委员总数2379人，政协工作呈

现出新的局面。

作为人民政协组成单位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宗教团体，也有很大发展。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前，安庆市仅有民革、民盟、民建、农工党4个民主党派组织，有成员273人。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成立了安庆市民进和九三学社。全市6个民主党派现有成员1033人。市工商联

1949年12月召开筹备大会，至今已召开八届会员代表大会，现有会员7068名。

建国后，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安庆市相继成立了回

族人民联合会(伊斯兰教协会的前身)、天主教友爱国会、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等组织。“文

革”期间，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被禁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政策得到恢复和

贯彻，安庆市佛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等组织先

后恢复和建立，并积极开展工作。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宗教团体积极履行参政议政职能，服

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改革开放贡献智慧和力量。

安庆市政协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1950年3月到1955年4月，是安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时期。协商委员会

在中共安庆市委的领导下，坚持联系代表和群众，积极反映人民意见，传达与宣传人民政府

的政策、法令，团结本市各方面的代表人士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会议决议，协助人民政

府进行市政工作。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等一系列

伟大运动和国家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5年4月到1966年2月，是安庆市一至四届政协任期，也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市政协在中共安庆市委的领导下，根据《政协章程》，围绕各个时期的中心运动

积极开展活动，加强政治协商工作；密切同各个方面的联系，协助党和政府宣传政策，反映各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动员社会力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帮助各界人士进行学习和自我改造；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 1966年2月到1980年9月，是五届政协任期，其中1966年2月到6月市政协做了大量

工作。“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市政协被迫停止了活动，许多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受到不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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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程度的冲击，统一战线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5月，市政协

开始恢复活动，各项工作在中共安庆市委的领导下逐步开展和活跃起来，取得了一定成绩。

1980年9月到1988年12月，为市政协六、七、八届任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实现了

战略转移，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政协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政协工作重新恢复并渐趋活跃；林彪、“四人帮”推行极

左路线，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逐步得到清算，长期被颠倒的路线是非和思想是非逐步澄清，

党的各项统一战线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

员和各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各界人士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积极性进一

步调动起来，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日益加强。市政协在中共安庆市委的领导下，在广大委员

的共同努力下，认真履行职能，不断开拓新领域，取得新进展，政协的影响不断扩大，为推动

安庆市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1988年9月，安庆区划调整，地、市合并。同年12月至1989年5月，为安庆市政协九届

筹备委员会工作期间。1988年12月30日，市政协九届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至1989年4

月，九届筹委会圆满完成各项筹备工作。

1989年5月至1999年，是政协安庆市委员会九、十两届任期，这是我国历史上发展不

平凡的10年，也是人民政协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市政协在中共安庆市委的领导下，坚持以

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服从服务于全党工

作大局，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意见》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切实履行职能，积极

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团结各

界、协商问题、听取意见、协调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运用各种形式为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献计

献策，为安庆市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安庆市政协决心紧密围

绕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

基本政治制度，切实履行职能，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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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9 4 9年

4月
23日 安庆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庆

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杜义德、副主任桂林

栖，中共安庆市委书记郭万夫、市长张伟群就

职视事。

24日 安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关

于人城守则”、“关于解散反动组织、禁止活

动”等布告。

9月

17日 为了广泛发挥人民民主力量，大

量集纳各界人民意见，完成建设人民新安庆

的任务。市军管会召集市政府、市工会、青年

团、妇联及市属大观、枞阳、集贤、中心四区等

单位，在工会联合会举行会议，筹备召开安庆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会议由市委书记郭万夫

同志主持。

30日 安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在人民俱乐部隆重开幕。会议代表共157

人，出席会议代表141人。

11月

25日 安庆地区34人赴合肥出席皖北

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 9 5 0年

3月

24日一26日 安庆市第二届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在人民俱乐部举行。出席会议代表

148人。市委书记郭万夫致开幕词并代表中

共安庆市委提出当前任务的建议。本届会议

协商产生安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

会。

30日 在专署联合办公室召开市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会议。会议由

郭万夫主持。会议听取各界代表的反映；讨论

本次大会精神如何传达；协商下设委员会和

秘书长人选。会议决定：马轶尘兼任协商委员

会秘书长；设立生产救灾委员会、整理劳资关

系委员会、合作事业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

·4‘

会、市政建设委员会；传达本次会议精神，由

各界首席代表作出书面报告；开展节约“一两

米”运动。

4月
21日 在专署联合办公室召开市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会议，商讨生

产救灾和推销公债问题。会议由郭万夫主持。

5月

12日 在专署联合办公室召开市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会议。会议由

郭万夫主持。会议讨论发放救济粮款；组织生

产；疏散城市人口；号召开展“节约一两米”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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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2月
“

．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214人。

27日--28日 安庆市第三届各界人民

1 9 5 1年

4月
19日一22日 安庆市第四届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445名。。

5月

22日一23日 安庆市第五届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229名。

7月 ·一

中共安庆市委书记郭万夫作的《继续普及与

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再接再厉做好三大爱国

工作》的报告。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大会发言，

最后通过决议。

29日一31日 安庆市第六届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233人。

12月 ．
，一’

4日一5日 安庆市各界人民抗美援朝
、， 16日．耋宴市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

会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284名。会议薪最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240人。

．

．． 1 9 5 2年

10月 一

27日--29日 安庆市第八届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340名。

12月 ，

12日一23日 安庆地区代表59人(其

中农民代表18人)出席安徽省第一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

}t 1 9 5 3年 。

，
，

3月 ·、 7月
’

2日m4日 安庆市第九届各界人民代 安庆市第十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表会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354名。 出席会议代表365名。
，

9 5 4年

2月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参加慰

问驻宜解放军活动。 ．

12月

1月

开始筹建政协安庆市委员会工作。

20日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

会邀请各民主党派安庆市地方组织、各人民

团体、部队和各阶层人士的代表或负责人38

人举行座谈会，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1 9 5 5年

2月
1日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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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全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热烈庆祝一江．会议安徽省安庆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山岛解放。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阶8日m9日 政协安庆市第一届委员会

层民主人士171人参加会议。秘书长马轶尘第一次会议在“工人之家”举行。

报告解放一江山岛重大胜利的情形；中共安6月’
庆市委宣传部部长刘显德向大会作报告；16 16日 市政协举行所谓反“胡风反革命

个单位代表发言；大会发了致浙江前线解放集团”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各界社会人士代表
军的慰问信。 共40余人。

4月 9月
月初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13日 市政协举行会议，声讨龚品梅反

召开(扩大)会议。经反复协商，议定中国共产革命集团披着宗教外衣所犯罪行。出席会议
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暨各 的有市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安庆市地方组

阶层代表人士共51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织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共35人。

1 9 5 6年

5月

本月 市政协协助省委在本市举办“解

放台湾展览会”，观众达4万人。

△市政协副秘书长等列席省政协一届

二次会议。

6月

上旬市政协召开一届常委会第2次、

第3次会议，讨论和确定增补委员；协商改选

副主席、秘书长、常委人选；组织第二次会议

筹委会。

25日 市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工人之

家”举行。

7月

中旬 部分市政协委员参加市委统战部

组织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座谈会。

26日 市政协召开第一届常委会第4

次会议。会议讨论增补委员和成立工作组事

项；决定扩大和健全学习委员会，成立5个学

习分会；举办工商业者短期学习班和业余政

治学校；研究建立常务委员会议制度。

9月

1日 学习委员会在市民众剧院召开市

·6。

各民主党派部分成员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学

习动员大会。到会280余人。市委统战部副

部长周震作动员报告。

7日 市政协召开一届常委会第5次会

议，就不脱产副主席、委员17人的生活补助

费进行协商，并报省政协核定。

25日 邀请市委宣传部部长刘显德向

各界人士作“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报告。

本月 组织部分社会人士和各界民主人

士学习李维汉副委员长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

会议上“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的发言，就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进行座谈。

10月

25日 市政协主席办公会议推定民革

所联系的民主人士3人，参观佛子岭水库建

设工程。

29日 安庆市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39周年纪念大会筹备会在市政协会议

室举行。会议决定：11月7日举行庆祝会，作

关于中苏友好问题的报告，邀请在安庆工作

的苏联地质专家耶果罗夫夫妇出席会议并讲

话。晚上，在工人俱乐部和苏联友人举行盛大

联欢会。

。震，▲；F■



问题通知各地政协贯彻自愿学习，自由思考，

分别对待方针”的学习材料。

11月

1日 市政协召开一届常委会第6次会

议，成立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筹委

会，讨论纪念活动事项。

3日、5日、6日 市政协参加各界人民

支援埃及，抗议美、法侵略的示威大会。

‘12日 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安庆

市各界人民700多人在市黄梅戏剧院举行纪

念大会。市政协副主席史沛然介绍孙中山先

生生平、革命事迹和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中

山先生生平事迹的图片展览、报告会、座谈会

等活动。

24日 市政协召开一届常委会第7次

会议，协商市人民代表和人委会候选人。

本月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公

布后，市政协组织历时5个月的学习。

12月
5日 市政协组织委员和社会民主人士

200余人参观本市电厂、针织厂。

20日 市政协召开一届常委会第8次

会议，对市二届人民代表、市长、副市长、人民

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进行协商。

1 9 5 7年

1月
4日 市政协举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

谈会，对组织联系社会人士学习、发展组织的

分工问题等进行协商讨论。 ．

10日、24日 市政协邀请部分委员和各

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社会民主人士对

农业合作化问题进行座谈讨论，听取省委副

书记桂林栖视察农村工作情况调查报告。

2月

9日 市政协召开一届常委会第9次会

议，协商推定马轶尘副主席列席全国政协二

届三次会议；决定组织部分委员、各民主党派

负责人及社会民主人士视察农业合作社。

3月

6日 组织部分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

和民主党派联系的各界人士50余人，由市委

宣传部部长刘显德和统战部副部长周震陪同

前往郊区的集贤、和平、菱湖、宜光4个农业

合作社视察和访问。

29日 市政协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与

会人员反映了有关时事、粮食、住房、市场管

理、卫生、增产节约、对小商小贩的教育、社会

青年教育、公私合营企业工改、公债等问题，

以及学习方面的思想情况。

本月 省政协举办政治学校，市政协推

定3人参加学习。

4月
1日 市政协召开主席、秘书长扩大会

议，推定王圣伟等8名委员和2名社会人士

列席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5月
1日一3日 列席中共安庆市一届二次

会议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

在市委统战部举行座谈会。史沛然、光明甫、

房秩五、马轶尘、龚兆庆、吴庆麟、谢曙东、舒

德进、王圣伟等在会上发言。

．15日 市政协组织人民代表、政协委员

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31人参观马鞍山钢

铁厂和芜湖纺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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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市政协志

6月
3日 市政协召开支援台湾同胞反美爱

国斗争座谈会。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

责人，文教界、宗教界以及其他方面人士34

人出席会议。

14日一20日 市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

市工会礼堂举行。

10月

本月一11月 组织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安庆市分会图片展览。在儿童乐园前设有图

片宣传橱窗一处，并与部队、工厂、农村、学

校、文化馆(站)联系巡回展。

12月

30日 市政协召开二届常委会第2次

会议，讨论中上层民主人士整风学习，建立组

织，制定计划等事宜。

1 9 5 8年

4月
’根据各民主党派倡议，成立自我改造促

进委员会，举行5000人的自我改造促进大

会。会上呈送决心书，会后游行。后开展8个

月的向党交心运动，制订自我改造计划。

10月
11日 组织安庆市慰问钢铁战士代表

团。总团长光明甫，副总团长胡光成、房秩五、

史沛然，率4个分团68人，赴43个钢铁工地

慰问。

12月
18日 市政协召开第二届常委会第4

次会议。会议提出“关于处理委员中的‘右派

分子’问题建议”的报告，并决定停止和撤销

部分常委、委员的职务。会议通过学习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

1 9 5 9年

1月
18日 原安庆地、市“资产阶级分子、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自我改造促进委

员会全体委员在市政协举行会议。原主任委

员光明甫讲话。会议仍推光明甫为主任委员，

史沛然、朱益堂、胡光成、杨明高、李任、鲁经

邦6人为副主任委员，委员37人。会议讨论

通过“关于开展自我改造规划检查评比的工

作计划”。

3月

本月一4月 市政协召集各民主党派、

宗教界人士举行3次座谈会。声讨西藏上层

反动集团的罪行，拥护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

地方政府和平息西藏叛乱的命令，谴责帝国

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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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0日 市政协召开全市各界人士庆祝

安庆解放10周年座谈会，畅谈安庆解放10

年来的巨大变化。

6月

5日 市各界人士40多人为积极响应

安庆地、市委号召，帮助农村夏收夏种，分别

到十里铺公社参加义务劳动。参加这次劳动

的有市政协委员、省文史馆员以及佛教界和

少数民族人士。

11月
‘。6日 市政协召开二届常委会第6次会

议。讨论召开三届一次会议的有关事项。

。 12日 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在第六中

学礼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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