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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编 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

第一章 民主党派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明区支部

一、组织沿革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其成员主要由原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

1983年初，民革南明支部成立，有党员10人。1995年，有党员35人。2000年有党员31人。支

部每3年换届一次。

表13—1一l

民革南明区支部历届领导人任职情况

届别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主任委员 张永龄 1982．12—1985．12

一届 组织委员 余钟秀(女) 1982．12—1985．12

宣传委员 张世昆 1982．12～1985．12

主任委员 裴少南 1985．12—1988．12

二届 组织委员 付泽华 1985．12～1988．12

宣传委员 姚汉璞 1985．12—1988．12

主任委员 裴少南 1988．12～1991．12

三届 组织委员 申素英(女) 1988．12～1991．12

宣教委员 杨德厚 1988．12—1991．12

主任委员 申素英(女) 1991．12～1994．12

四届 组织委员 余钟秀(女) 1991．12—1994．12

宣传委员 杨德厚 1991．12～1995．12

主任委员 申素英(女) 1994．12—1997．12

副主任委员 毛国良 1994．12—1997．12

五届 组织委员 余钟秀(女) 1994．12～1997．12

宣传委员 杨汇丽(女) 1994．12～1997．12

联络委员 杨德厚 1994．12～1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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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届别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主任委员 申素英(女) 1997 12。2000 12

副主任委员 琶国良 1997 12—2000 12

六届 组织委员 张廷宁 1997 12～2000 12

宣传委员 杨扛：丽(女) J997 J2～2000 J2

联络委员 杨德厚 1997 12～2000 12

二、主要活动

组织民革党员学习中共中央、民革中央在各个时期发表的文件及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

民草省委、市委下发的文件，组织党员开展多种形式的支部组织生活。至2000年底，支部民革党员中

先后产生区人大代表1人、市政协委员2入、区政协委员6人、省民革委员会委员2人、市民革委员会

委员1人。

1983年～2000年，充分发挥民革的特有优势．开展与海外亲友联系，宣传祖国及家乡的巨大变

化，促进祖国统一工作。1983年，为接待台北市张市长夫人来筑探亲提供帮助。1987年，为贵阳的刘

纯贞寻找到在台湾的亲哥哥刘重衡。1990年，为去台人员周达时寻找到在贵阳的儿子周凌飞。1991

年，为台北客人丁慰慈、刘泰真夫妇来筑举办画展，探亲提供帮助，1992年．为台北客人雷毓清来筑探

亲提供帮助。1994年，为台湾贵州同乡会会长李志鹏来筑办学、探亲提供帮助。1995年，接待台北客

人陈文献来筑探亲。1996年，接待台北客人丁文静来筑探亲，为台湾贵州同乡会会长张志豪来筑探亲

提供帮助。1997年，为台北客人令孤省吾夫妇来筑探亲、捐款办学提供帮助。1998年，为台北客人张

尚德来筑讲学做好接待工作。政协南明区四届委员、民革党员余钟秀还邀请丁慰慈、刘泰贞夫妇、陈

文献、张尚德到家作客。赠送孙中山先生纪念手表给李志鹏、张志豪各1枚，邀请李志鹏先生参加贵

州大夏学院座谈会。1999年，支部中的医卫专家、高级教师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医卫支边、智力支边活动。

1995年～2000年，围绕市、区中心工作及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积极参政议政，写出议案、提

案20件。支部党员撰写的1998年《党政干部不能一人兼两职》一文被区政协评为当年优秀提案；

2000年《关于我区党内领导干部与党外人士交朋友的建议》被区政协评为当年优秀提案，该提案对区

有关部门制定相应政策起到参考作用：支部每年根据区委统战部提供的参考课题写出调研报告1

份。2000年撰写的《关于建立南明区小商品市场的探讨》、《社区建设应纳入政府目标管理》获好评二

1997年～2000年，支部先后被评为区两个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市民革先进支部、省民革先进支

部。近年来，受到市区政协表彰的先进个人5名

第二节 中国民主同盟南明区基层组织

一、南明区支部

(一)组织沿革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其成员主要由教育、科技、文化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组成。

】982年5月，民盟南明支部成立，有盟员5人每届支委会任期3年，至2000年共进行6次换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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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截至2000年底，民盟南明支部发展盟员25人。

民盟南明区支部历届领导人任职情况

表13—1—2

届别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问

主任委员 唐光荣

一届 组织委员 邵云贵 1982．7～1985．7

宣传委员 王亚英(女)

主任委员 唐光荣

二届 组织委员 王亚英(女) 1985．7—1988．7

宣传委员 邵云贵

主任委员 唐光荣

三届 组织委员 王亚英(女) 1988．7～1991．7

宣传委员 马林

副主任委员
王亚英(女)

四 届
班薪书

1991．7～1994．7

组织委员 彭峻贵

宣传委员 王桂兰(女)

主任委员 唐光荣

副主任委员
王亚英(女)

五届 班薪书 1994．7～1997．7

组织委员 彭峻贵

宣传委员 王桂兰f女)

主任委员 唐光荣

副主任委员
王亚英(女)

六届 班薪书 1997．7～2000．7

组织委员 彭峻贵

宣传委员 周显芳(女)

(二)主要活动

民盟南明支部的25名盟员都具有小学高级教师职称，均是所在学校、单位骨干，多数同志终身从

事教育工作，甚至终身在南明区从事教育工作，为南明区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民盟南明支部盟员中，有4人担任第四、五、六届南明区政协委员，其中有1人担任第四、五、六届

区政协副主席，1人担任第六届区政协秘书长，1人担任南明区十三届人大代表。1989年9月，有1人

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2000年有1人荣获特级教师称号。

民盟南明支部的盟员除完成本职工作外，部分盟员多次参加省、市、区组织的智力支边活动。20

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盟员多次利用假期到毕节、平塘、开阳、修文等县和贵阳花溪区高坡、马林、燕

楼、久安、孟关以及南明区后巢、云关等乡镇送课下乡或为当地教育部门培训师资。此外，支部多次对

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和麻山、瑶山贫困地区的群众捐款捐物。1984年暑假期间，区民盟派出盟员中的

语文、数学教师到花溪区高坡乡开展支教活动，对150名语文、数学教师进行培训。1989～1990年暑

假期间，区民盟派出盟员到花溪马林支教，每次分别培训两期教师，每期150人，讲授语文、数学、班主

任、少先队工作，如何写教学计划、工作总结、如何提高作文写作能力等。区民盟还针对工作实际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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