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昌市政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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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i

西昌县政协1956年6月建立后经历了五届委员会，西昌市政协1981年2月成立后经历了三

届委员会，各届政协委员会在中共西昌市(县)委领导下，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

职能作用，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

丰富的经济教iJII。 。甜．-．． ，’
’

、r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的工作，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

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改革开放，巩固和发展中华民

族的大团结、大统一，使我市人民政协在今后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在进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祖国统。大业中，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 ’’t、’

为了总结过去，服务现在和未来，根据西昌市委要求，西昌市政协进行了Ⅸ西昌市政

协志》的编纂工作，本志力图翔实地记述西昌市(县)政协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

． 策，团结各界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各个时期发挥作用的历史，力图如实反映致

协组织建立和发展的全过程。为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加

强政协的自身建设，提出有益的借鉴。承先启后，惠及后代。

《西昌市政协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89年3月，正式成立了领导小组，组织专

人，通过查阅档案，走访，查证核实，写成初稿，经过讨论修改，历时十个月，形成现

在的征求意见稿。但本稿在内容，形式方面都难免存在疏漏乃至错误，恭请关心农西昌
’ 市政协志》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次修改。

一

在本志编纂过程中，得到了中共西昌市委组织部，西昌市市志办公室，西昌市档案

局～馆)等单位以及许多在西昌工作过的老同志的热情关怀和支持，在此谨表示衷心感

谢． 一

： 《西昌市政协志》编纂领导小组
。 199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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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政协志》根据现存的档案资料和经过核实的口碑资料进行编写，力求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予褒贬。‘ ：j，_．’：≮ ：‘．。一，．’‘。㈡；一?l，。．。，．．⋯?，：

：：。二，’本志断限，上限时间从1950年3月西昌解放'，下限至1989年12月．．o，： √

!’‘：二三，j西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协议机关，代行人民代表大会部份职权，具有统

■战线组织性质，．’为了追溯历史源流‘本声仍作必要记述。■，+：jj j’，? 一}，o
—J一

四．本志以语体文记叙体编写，随文附上必要的图表，行文力求简明。文字以国家．

公布的Ⅸ简化字总表》为准，力求统一，规范。j．ij‘一o⋯。' ’? ’√ +’

五、本志采取序、述、记、志、表等数种形式．以志为主体，依项横剖，纵叙史

实。设章，．节、目三个层次，4用条目记叙。 ·． √_一蠢 ∥．：一 ：‘。’·．：，

六，文中涉及组织机构和单位称谓，均沿用历史习惯。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多次

出现时用简称。人物直书其名，必要时冠以职务，除引文外，后不赘加“同志黟。

o 七．大事记采用编年体，顺时记亭。√’ ，，一i，．√ ，：，’、一 n。．

。八．文件选辑，一律以原文为准叠一． +oi 77：⋯’ 。
一．，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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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政协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 田兴成(政协主席)

成员 陶荣泰(政协副主席) ．

／

沈泽安(政协副主席)
7

史在德(政协副秘书长)

．●-_________●___一
I罗天宗I
●____-_-______一

顾问 赵经魁(原县委副书记．县一届政协主席) ．

一周伯纯(原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县政协二．三．四届秘书长)
一

《西昌市政协志》编纂小组成员

主编 埋丞塞I
●■■■■●■■■●一 一

编纂 先乃群 李荣志

校对 史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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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届委员会

第一节一⋯⋯⋯⋯⋯⋯⋯⋯．．．⋯⋯⋯⋯．．．．．．⋯⋯．．．⋯⋯一⋯⋯．．．一委员会组成 j。
、

第二节·⋯⋯⋯⋯⋯⋯⋯⋯⋯⋯⋯⋯⋯⋯⋯⋯⋯⋯⋯⋯⋯⋯⋯⋯⋯“全会的召开
第二章 ，。 、政治协商

’
一．．． +．’．．

第一节⋯⋯⋯⋯⋯⋯⋯⋯⋯⋯⋯⋯⋯⋯⋯⋯⋯⋯⋯⋯⋯⋯．．．⋯⋯⋯⋯协商层次

第二节⋯⋯⋯⋯⋯⋯⋯⋯⋯⋯⋯一⋯⋯⋯’⋯⋯∥⋯⋯⋯⋯⋯⋯⋯⋯⋯内容举要 =

第三章‘．!： ，· ·民主监督． ⋯ ．．． 一

第一节⋯1⋯⋯⋯⋯⋯⋯⋯⋯⋯⋯⋯”⋯⋯⋯⋯⋯⋯，一⋯⋯⋯⋯⋯⋯⋯·提 案 ·

。第二节⋯．．．．⋯⋯⋯⋯⋯oIB moe⋯⋯⋯⋯⋯⋯⋯⋯⋯⋯．．⋯⋯”⋯⋯⋯⋯“视 察

，第三节⋯⋯⋯⋯⋯⋯⋯⋯⋯⋯⋯⋯⋯⋯⋯⋯⋯⋯⋯⋯⋯⋯⋯⋯⋯⋯“调： 查

第四节⋯⋯⋯⋯⋯⋯⋯⋯⋯⋯⋯⋯⋯⋯⋯⋯⋯⋯⋯⋯⋯⋯⋯⋯⋯⋯⋯批评建议

第五节⋯⋯⋯⋯⋯⋯⋯⋯⋯⋯⋯⋯⋯⋯⋯⋯⋯⋯⋯⋯⋯⋯⋯⋯⋯⋯⋯信 访

第四章 知情出力
’

第一节⋯⋯⋯⋯⋯⋯⋯⋯⋯⋯⋯⋯⋯⋯⋯⋯⋯⋯⋯⋯⋯⋯⋯⋯⋯⋯⋯知 情

第二节⋯⋯⋯⋯⋯⋯⋯⋯⋯⋯⋯⋯⋯⋯⋯⋯⋯⋯⋯⋯⋯⋯⋯⋯⋯⋯⋯出 力

第五章 落实政策。 ，

第一节⋯⋯⋯⋯⋯⋯⋯⋯⋯⋯⋯⋯．．．⋯⋯⋯⋯⋯⋯⋯⋯⋯⋯落实政协委员政策

第二节⋯⋯⋯⋯⋯⋯⋯⋯⋯⋯⋯⋯⋯⋯⋯⋯⋯⋯⋯⋯⋯⋯⋯参与落实统战政策

第三节⋯⋯⋯⋯⋯⋯⋯⋯⋯⋯⋯⋯⋯⋯⋯⋯⋯⋯⋯⋯⋯⋯⋯⋯⋯⋯⋯效 果

第六章 广交朋友
一

第一节⋯⋯·¨⋯⋯DO·DI O,000⋯⋯⋯⋯⋯⋯⋯⋯⋯⋯⋯⋯⋯⋯⋯⋯⋯⋯⋯宣传慰问

第二节⋯⋯⋯⋯⋯⋯⋯⋯⋯⋯⋯⋯⋯⋯⋯⋯⋯⋯⋯⋯⋯⋯⋯⋯⋯⋯⋯友好往来

第三节⋯⋯⋯⋯⋯⋯⋯⋯⋯⋯⋯⋯⋯⋯⋯⋯⋯⋯⋯⋯⋯⋯“三胞"接待，安排

第七章 · 学 习 ，

第一节⋯⋯⋯⋯⋯⋯⋯⋯⋯⋯⋯⋯⋯⋯⋯⋯⋯⋯⋯⋯⋯⋯⋯⋯⋯⋯⋯学委会

第二节⋯⋯⋯⋯⋯eeg e e e o*⋯．．．一⋯．．．¨⋯．．．一⋯⋯⋯⋯⋯⋯⋯⋯⋯内容，方法

’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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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培 训
4一

章 文史资料‘

第一节0 e·0(10 4 00·0 01⋯⋯⋯⋯⋯⋯”：⋯⋯⋯⋯⋯⋯⋯⋯⋯⋯⋯⋯．．．⋯⋯⋯征 集 ．

，

第二节⋯⋯⋯⋯⋯⋯⋯⋯⋯⋯⋯·孑i》⋯⋯⋯⋯⋯奎·≯⋯⋯⋯⋯⋯⋯．编 审

第三节⋯⋯⋯⋯⋯⋯⋯⋯⋯⋯⋯·：·二⋯⋯⋯⋯⋯⋯⋯：⋯⋯⋯⋯⋯⋯⋯刊 发

第四节⋯⋯⋯⋯⋯⋯⋯⋯⋯⋯⋯⋯⋯⋯⋯⋯⋯⋯⋯⋯⋯⋯⋯⋯⋯⋯⋯协 作
’

第九章 驻会委员 !

第一节⋯⋯⋯⋯⋯⋯⋯⋯⋯⋯⋯⋯⋯⋯⋯⋯⋯⋯⋯⋯⋯⋯⋯⋯⋯⋯⋯概 况’■ ‘囔

第二节⋯⋯⋯⋯⋯⋯⋯⋯⋯⋯⋯⋯⋯⋯⋯⋯⋯⋯⋯⋯⋯⋯⋯⋯⋯⋯学习，工作：0

第三节⋯⋯⋯⋯⋯⋯⋯⋯⋯⋯⋯⋯⋯⋯⋯⋯⋯⋯⋯⋯⋯⋯⋯⋯⋯⋯⋯经济待遇；ji
· 第四节⋯⋯⋯⋯⋯⋯⋯⋯⋯⋯⋯⋯⋯⋯⋯⋯⋯⋯⋯⋯⋯⋯⋯⋯⋯⋯⋯落实政策，。：t ．

第十章 政协机关建设‘≮{ ：o ‘j?
、

：第。节⋯⋯m⋯一⋯⋯⋯⋯mm⋯一n⋯⋯⋯⋯。．．⋯⋯⋯⋯⋯⋯一一·党群组织 一

’第二节“i⋯．．．⋯⋯⋯⋯⋯⋯⋯k⋯⋯⋯⋯⋯⋯⋯⋯⋯⋯⋯⋯⋯⋯⋯⋯机构设置

第三节⋯⋯⋯⋯⋯．．．⋯⋯⋯⋯⋯⋯⋯⋯+．．．：。j—i⋯⋯⋯⋯⋯⋯⋯⋯⋯··日常工作?

：附一二表·?⋯⋯·、⋯⋯⋯⋯⋯⋯，··⋯⋯⋯⋯。⋯⋯⋯····⋯⋯···⋯·“··n、··-⋯ij⋯·一：．

附。录‘．·。‘ ⋯ ‘ 文件选辑⋯～ -’一， ，一’ 。。。。j‘|

一⋯⋯⋯⋯⋯⋯⋯⋯⋯⋯⋯⋯⋯．．．J“．．．”；⋯⋯⋯⋯⋯⋯⋯⋯⋯⋯市委文件 !

。t、 二⋯⋯⋯⋯⋯⋯⋯⋯⋯⋯⋯⋯⋯⋯⋯⋯⋯⋯⋯⋯⋯⋯⋯⋯⋯政协决议选载

一 ．夏 三⋯⋯⋯⋯⋯⋯⋯⋯⋯⋯⋯⋯⋯⋯⋯⋯⋯⋯⋯⋯⋯⋯⋯⋯．，．．参政议政举要，

。

¨’四⋯⋯⋯⋯⋯⋯⋯t e⋯⋯⋯⋯．．．⋯⋯⋯⋯⋯⋯⋯⋯⋯⋯⋯⋯··规则，通则

·．．。．：．j，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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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西昌自西汉元

它是川西南重镇。

势力与刘文辉地

概

鼎六未(叁元葡lzi年；宣邛都真j历泛多岛氟’I’_：司j j荐≤≥嘉最
交通咽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国以来，国民党蒋介石中央

方势力车此明争暗斗，拥兵自立，、戋后设立了靠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
昌行辕黟备“24军宁属行蕈"‘，矗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蟹．t
，‘‘西康省政府弦等机构，除西藏夕卜，．是大陆解放最晚的一个城市。解放后。是西昌专署
所在地，西凉合并是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随着国家进行的三线建设^成昆铁路

通车，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成、攀(枝花)西(昌)资源开发，以及旅游事业的兴起等

等，，耸西昌带来巨大变化。在这样一个样殊环境中，西昌市政协工作具有几个特点。
·

；·‘_’有党的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1929年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派廖质生(西昌河东廖、

家碾人)回西昌开辟工作，．1931年建立宁属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西昌特别支

部。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西昌，播下了革命种籽。在解放前的艰苦岁月里，中

共西昌地下组织运用统一战线这一革命的法宝，联系群众，广交朋友，团结了西昌的民

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争民主、

．争自由、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一成绩卓著；影响深远，留下了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o

， i
．t 。1

，。，

，．

_7

二，．有四个民主党派组织，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西昌市委员会(以下简称民

革)-中国民主同盟西昌市委员会(以下简称民盟)、九三学社西昌市委员会，中国民主

建国会西昌市委员会(以下简称民建)，成员近500人。它们的历史地位、政党功能、
智力优势在西昌的政治生活和建设事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 ．一

。三、有一批工商界爱国人士。历史上逐渐形成为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的商业中

心。抗日时期，沦陷区一些工商企业相继迁入。解放前银行，庄，号、货栈又有发展。西

昌与昆明以及缅甸，越南÷南洋群岛诸国均有贸易往来，工商界涌现不少爱国人士，做

过许多有益工作。

四、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种宗教，信教群众多，而且具有
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 ，

五、有汉、彝、回，藏，苗等二十多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区。少数民族中

以彝族人口为最多。解放初期约二万人，按奴隶制家支区分，有38个支头垂有影响的上

层人士都作了安排，不少的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过许多贡献。现尚有
部份在政协驻会。 ．，一： ．

·

， J． √
’

六、有数量众多的非党知识分子。西昌是抗日肘期的大后方，沦陷区一些高等院

校，文化新闻单位相继迁入-解放后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一些专家，学者、高中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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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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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人员不断调入。他们是振兴西昌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七、有丰富的史料资源。西昌自西汉以来，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出现过许多重要事

件和有一定影响的历史人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党派等方面，都留下大量史

迹，亟宜发掘整理。 ‘’，7

基于上述特点，西昌(县)市的人民政协工作历来受到中共西昌市(县)委的重视和

支持，并加强了对它的领导。34年来政协组织不断壮大，成员目益增多，职能作用逐渐

得到发挥。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由9个界别56名委员组成，到第五届委员会已扩大到17

：个界别116名委员。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由18个界尉107名委员组成，到第三届委员会已

扩大到21个界别251名委员。它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蟹的基本职能方面，在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34年的道路上，．它有过前进发

‘展，也有过徘徊曲折。‘在1956年6月成立到1957年下半年整风反右这一段时间，它对民

主改革，平息叛乱等任务实行协商、监督，献计出力，其职能作用的发挥基本上是正常的，

成绩显著的。从整风反右以后到“文化大革命黟前夕，却经历了曲折徘徊的过程。其正

确的一面是，’在巩固民改成果，搞好复查补课，平息武装叛乱，贯彻建设社会主义总路

线，落实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黟方针等方面都做出了许多贡献。但这一肘

期，由于受“左’’的影响，政治协商比较少了，民主监督往往走了过场。后来尽管采取

“神仙会护等办法加以补救，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并未缓和，委员的积极性受到挫伤。

．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掺开始，政协组织瘫痪，活动中止，部份成员惨遭迫害，功

能作用无从发挥。1976年lO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统战政策得到恢复和贯彻，政

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1983年冬中共中央和四川省委对新时期人民政协如

何适应“四化"要求发出重要指示以后，政协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84年组成的

县五届委员总数由四届的56人增到116人，新进的60名委员，中青年知识份子占

．64．7％。市二届委员总数由一届的107人增到185人。一批有代表性，有参政议政能力，

有革新求实精神的有识之士进入政协，给政协的“肌体黟注入了活力，从而更广泛地调

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政协的整体功能作用得到了更好发挥，市政协实质上已成为全

’市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物团结合作，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受到了全市各

族各界人士的好评。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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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一1950年r 3月27日西昌解放，4月17日西昌县人民政府成立。5月26日——29日举行

．：西昌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选出刘昌翔等26人为本次会议常务委员。lO月20日

举行西昌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j ；

1951年3月6日一9日举行西昌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8月12日——15日举行
西昌县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选出罗大英等21人为本届会议常务委员。11

月14日——17日举行西昌县第五届=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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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人员不断调入。他们是振兴西昌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七、有丰富的史料资源。西昌自西汉以来，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出现过许多重要事

件和有一定影响的历史人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党派等方面，都留下大量史

迹，亟宜发掘整理。 ‘’，7

基于上述特点，西昌(县)市的人民政协工作历来受到中共西昌市(县)委的重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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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34年的道路上，．它有过前进发

‘展，也有过徘徊曲折。‘在1956年6月成立到1957年下半年整风反右这一段时间，它对民

主改革，平息叛乱等任务实行协商、监督，献计出力，其职能作用的发挥基本上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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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落实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黟方针等方面都做出了许多贡献。但这一肘

期，由于受“左’’的影响，政治协商比较少了，民主监督往往走了过场。后来尽管采取

“神仙会护等办法加以补救，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并未缓和，委员的积极性受到挫伤。

．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掺开始，政协组织瘫痪，活动中止，部份成员惨遭迫害，功

能作用无从发挥。1976年lO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统战政策得到恢复和贯彻，政

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1983年冬中共中央和四川省委对新时期人民政协如

何适应“四化"要求发出重要指示以后，政协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84年组成的

县五届委员总数由四届的56人增到116人，新进的60名委员，中青年知识份子占

．64．7％。市二届委员总数由一届的107人增到185人。一批有代表性，有参政议政能力，

有革新求实精神的有识之士进入政协，给政协的“肌体黟注入了活力，从而更广泛地调

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政协的整体功能作用得到了更好发挥，市政协实质上已成为全

’市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物团结合作，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受到了全市各

族各界人士的好评。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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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一1950年r 3月27日西昌解放，4月17日西昌县人民政府成立。5月26日——29日举行

．：西昌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选出刘昌翔等26人为本次会议常务委员。lO月20日

举行西昌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j ；

1951年3月6日一9日举行西昌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8月12日——15日举行
西昌县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选出罗大英等21人为本届会议常务委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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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12月l?：日——21日举行西昌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
1953年 ’6月23日——10月15日西昌县举行第一次普选，选出乡，·镇人民代表

1287名，西昌县第一届人民代表212名。 ，· !一 -．

．

1954年 6月29日——7月3日举行西昌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一．

·1955年 1月21日——25日举行西昌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并选出

任吉平等22人为西昌县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委员。．’ “，一

1956年， 2月13日(阴历正月15日)’大桥区八甲乡(今开元乡)反动奴隶主米姑

哈为首发动了以反对民主改革，维护奴隶社会制度为目的武装叛乱，进而波及到其他几

个民族乡。6月12日举行西昌县人民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决定成立西昌县政协，研究了

组成方案和成员名单，本届委员会56人组成。20日以县人委的名义向成员发出了聘请

书。6月25日举行西昌县政协第一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正式建立西昌县政协委员

会。首次政协全委会主要协商平叛．民改，对私改造等问题。
。

r．， ·

j 】957年 6月26日——7月11日县政协召集彝族上层人士和劳动人民代表151人}

对平叛民改进行协商。7月22日举行县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会，除继续协商平叛，民改外i

号召成员帮助共产党整风。 一
． ：

1958年 2月县政协召开一届五次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协商民主改革复查补课

问题·． ， 一’
．一 ．～o j，一．

1959年。’ 9月23日县政协举行一届七次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者59入，讨论协商统

战系统右派摘帽问题。27日政协召开统战系统的“右派份子帮会议，传达会议精神。lo

月县政协举行一届三次全会，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 ：
j

·，1960年 4月20日——28日举行县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协商讨论德昌县合并为西

昌县后的工作部署。继续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为实现全面跃进计划而奋

斗。， ．． j：’： ．．，

． ．1：”．．j。 J’÷：。，

1961年 3月举行县政协二届二次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实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秒的八字方针。 ’．

’。 ‘i’ ： ．i!

1962年。 7月20日县政协举行二届三次全会。并列席县人大四届二次会议，．讨论

协商了西昌县如何贯彻中共中央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秒．所提出的ll项任务。。并决定委员

会下设工商、民盟、宗教，民族上层四个组。这是委组萌芽。 、，
’

‘

，1。 1963年 10月16日——19日县政协举行三届一次全会，列席县人大五届一次会议，

主要学习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全会对当时西昌县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

估计，提出政协工作也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给以后的工作带来了不良后果。全会还就西

昌县如何贯彻中共。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黟的方针进行了协商。 rl ；．o j

一 1965年 12月25日县政协举行三届二次全会，，列席县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主要协

商西昌县城市和农村如何深入进行“四清"运动的问题。 ，√。 *

．√。

1966年．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五?一六

通知》和Ⅸ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国开展了翻文化大革命"至1976年lo

月粉碎露四人帮，，止，长达十年的时间，政协组织瘫疼，活动被迫中止。’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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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L2月21日县政协举行首四届一次全会，列席县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市政协

2月23日举行首屠一次全会，‘正式成立市政协委员会；列席市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就

昌市(县)如何贯彻中央Ⅸ经济上进一步调整t+政治上实现安定》方针、中共中央副

主席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指示以及市(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等问题，进

行了学习讨论。10月槲、市政协联合举行会议，对叶剑英委员长发表的《关于台湾回归祖

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进行座谈讨论o
’

：：1982年． ．6月市、县政协分别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

案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6月14日二17日市政协举行一届七次常委扩大会议，到会 。

52人，传达中央和中共四J|i省委统战工作会议精神。7月下旬召开座谈会，学习廖承志

副委员长{<致蒋经国先生的信努。、7月24日县政协举行四属二次全会，列席县人大七届

二次会议。3月22日市政协举行一届二次全会，列席市人大一届二次会议。讨论协商了

市、县如何贯彻国务院提出的经济建设十条方针，两个文明建设，传达了全国统战工

作会议精神a 8月市，县政协分别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对《全国政协章程修改草案》

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 ，

1983年 4月14日-18日县政协举行四届三次全会，列席县人大七届三次会议}5
月4日市政协举行一届三次全会，列席市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会议就市、县统一战线和

政协工作如何开创新局面、科学技术，知识份子、市政建设，机构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讨

论协商。lo月市政协非党常委委员列席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就西昌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进行了讨论。 √
’

．，’ 。‘‘+，

1984年 6月15——23日县政协举行五届一次全会，列席县人大八届一次会议，4
‘

月23日市政协举行二届一次全会，列席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主要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十

三启二中全会又一次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队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

问题。市，县委和政协党组向全会通报了市，县委整党情况，号召政协成员帮助市、．县

委搞好整党，会上提出36条意见。 。。，。 ‘：+， ：!。t j：i‘
。

·· 1985年 4月1日——6日县政协举行五届二次全会，列席县人大八届二次会议；4月 ，

6日——lO日市政协举行二届二次全会，列席市人大二属二次会议。就市、县如何贯彻中

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行了讨论协商。11月5日市委召开部，’委局、办
·

及基层党委书记会议，到会96人，传达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有关指示。7月18日

西昌县遭受多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灾害，县政协成员深入灾区视察、慰问，捐献钱
●

物0 ‘

，．、．

’

J一． ．．， ⋯

1986年6月1日二一6日县政协举行五届三次全会，列席县人大八届三次会议；5月18

日——25日市政协举行二届三次全会，列席市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就市、县如何贯彻中

奘中央对改革提出的靠巩固，消化、．补充，改善扫进行讨论协商。8月4日举行搿双月座

谈会黟，传达国务院(1986)70号《关于撤销西昌县建制，其辖区并入西昌市的意

掘》‘10月iB日——7日市政协召开住城委员和科技界成员会议，就市‘‘七五"期间，农村

经济发展规划(草案)》进行了讨论。8月9日——10目市政协举行二届十次常委会议，确 。

认原西昌县政协五届委员会委员马忠贤等109人为市政协二届委员会委员。‘12月1日市政

罐
。

． ．



协举行三届一次全会，列席市人大三启一次会议·就市如何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行了讨论协商。

．，+j 1987年， 3月14日市政协召集经济组，科技组，各民主党派、专家、内行会议，就

市“七五矽期间工业发展规划意见进行了讨论。4月1日市政协举行三届二次全会，列席

市人大三届二次会议，听取市委宣传部长关于中共党内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报告，进行了讨论。 ?。，， ．+一 ：， ‘、．，‘
：·

1988年 2月21日市委以西市委发(1989)6号文件发出Ⅸ中共西昌市委关于贯彻

执行中央13号通知的意见》(即《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

定》)。2月24日举行。双月座谈会秒，传达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统战部<(关

于积极选拨非党干部到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意见》的通知。3月16日市政协举行三届三

次全会，列席市人大三眉三次会议，学习讨论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问题。7月政协召集有关专家，学者对西昌市的建设方针阅题进行了

广泛的探讨。7月7日市政协在泸山举行口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矽修复竣工交接仪式，到

各界人士50余人。12月1日，中共西昌市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政协工作会议。

’1989年 3月22日市政协举行三届四次全会，列席市人大三届四次会议，就市如

何贯彻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进行了讨论协

商。3月24日西昌市发生雹灾，政协委员捐赠人民币1800元，粮票347斤，并发了慰问

信。5、6月份举行“双月座谈会"，常委扩大会对制止学潮，平息暴乱进行了讨论协商。

11月】6日举行三届十四次常委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

一第二章。历届委员会。I
～

，， 。‘第一节．“委员会组成一．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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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县第一届政协委员会 (1 956．6一l 960．3)

遵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954年12月25、日通过的《政协章程》第三章
十七条规定，中共西昌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鉴于西昌统战面广、量大，彝区即将进行民

主改革。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报经上级批准，成立政协组织，并-于1956年6月12日举行

县人委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了政协的组成方案和成员名单，县人委于6月20日向成员

发了聘请书．一届委员会56人，其中中共13人，占委员总数23．21N,党外43人，占
：．r一’’

76．79％。 ．

‘_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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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举行三届一次全会，列席市人大三启一次会议·就市如何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行了讨论协商。

．，+j 1987年， 3月14日市政协召集经济组，科技组，各民主党派、专家、内行会议，就

市“七五矽期间工业发展规划意见进行了讨论。4月1日市政协举行三届二次全会，列席

市人大三届二次会议，听取市委宣传部长关于中共党内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报告，进行了讨论。 ?。，， ．+一 ：， ‘、．，‘
：·

1988年 2月21日市委以西市委发(1989)6号文件发出Ⅸ中共西昌市委关于贯彻

执行中央13号通知的意见》(即《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

定》)。2月24日举行。双月座谈会秒，传达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统战部<(关

于积极选拨非党干部到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意见》的通知。3月16日市政协举行三届三

次全会，列席市人大三眉三次会议，学习讨论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问题。7月政协召集有关专家，学者对西昌市的建设方针阅题进行了

广泛的探讨。7月7日市政协在泸山举行口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矽修复竣工交接仪式，到

各界人士50余人。12月1日，中共西昌市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政协工作会议。

’1989年 3月22日市政协举行三届四次全会，列席市人大三届四次会议，就市如

何贯彻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进行了讨论协

商。3月24日西昌市发生雹灾，政协委员捐赠人民币1800元，粮票347斤，并发了慰问

信。5、6月份举行“双月座谈会"，常委扩大会对制止学潮，平息暴乱进行了讨论协商。

11月】6日举行三届十四次常委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

一第二章。历届委员会。I
～

，， 。‘第一节．“委员会组成一．i i·

，

，
j j

‘

。。． L

、

●
’c

J一

西昌县第一届政协委员会 (1 956．6一l 960．3)

遵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954年12月25、日通过的《政协章程》第三章
十七条规定，中共西昌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鉴于西昌统战面广、量大，彝区即将进行民

主改革。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报经上级批准，成立政协组织，并-于1956年6月12日举行

县人委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了政协的组成方案和成员名单，县人委于6月20日向成员

发了聘请书．一届委员会56人，其中中共13人，占委员总数23．21N,党外43人，占
：．r一’’

76．79％。 ．

‘_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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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 ‘谌志祥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下同) 米呷呷(女，彝) 李阿俄(彝)
·j’ 金润生(回) 妥善(回) 林克文‘ 罗木啥子(彝)，

罗展呷(彝) 杨世俊(彝) 杨笃生(回) 郭俊良
-i L：1熊树清(藏)

委 员 马元芳(回) 马尔兹(彝) 马思芹(女，回) 毛木呷(彝)
。

王自国 王政山 王福金 刘伯昆7 刘昌翔 米木呷(彝)

米姑梯(彝) 朱解脚(彝) 李阿合之母(女、彝)

李嘉珍(女) 则开明(彝> 则占成(彝) 张紫依
‘

沈乃之(彝) 沈兹图(彝) 陈良惠(女) 陈木施(彝)

吴叔身 何吉兰(彝) 何伯灵 胡明叔． 胡孟弼

胡竞男(女)

杨友和(彝)．． 杨继武．罗木呷(彝) ．赵书品(女) 赵裕

祝六木沙(彝) 姚光壁 封阿渣(彝) 袁孝传 郭宗仪 ．

唐孟侯 董吉三 ．

1956年6月一届一次全会以来，彝区开展了民主改革，发生了武装叛乱，汉区进行

了整风反右。由于这个历史原因，政协成员变化较大，为适应工作需要，1957年7月一

届二次全会前经协商，对成员作了相应调整。委员80人，其中。中共14人，占委员总数

17．5％，党外66人，占82．5％。 。‘

， 界 男l】
‘

o：：。’冀。一 ，． ：：， 一 ’

：’。中国共产党10名，占12．5％，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3名，占3．75％7’r妇．女联合会2

名，占2．5％，工会2名，占2．5％，’民主党派2名，占2．5％，农业3名，，占3．75％，彝族
上层爱国人士26名，一占32．蹦，工商6名，占7．5％，医药卫生10名，占12．5％，无党派
民主从士6名，占7．5％，宗教6名i占7．5％J教育1名，占1．25％，文艺2名，占2．5％，
特邀人士1名，占1．2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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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人员 ，

··、

’
7●

主 席：赵经魁 、

副主席 妥善(回) 罗拉哈(彝)’ 沈泽安(彝) 巫克惠

秘书长 谌志祥

常务委员 寸国良 李阿俄(彝) 杨笃生(回) 张剑波，

罗木啥子(彝) 胡遁宜 姜院和 ，

委 员 马正富(彝) 马兴富(回)马姑铁(彝)”‘ 马秋来

毛牛牛(女、彝) 丰瓦瓦(彝) 丰阿渣(彝) I王育平

： 刘云安 刘芷汀 刘健 刘伯昆 剂昌翔 田崇智

付鹤鸣- 米木呷(彝) 米姑梯(彝) 阮国栋 朱解脚(彝)

沙华(回) 沈乃之(彝) 沈光荣(彝) 沈兹图(彝)

何吉三(彝) 何伯灵 杨世俊(彝) 杨俊明 杨思聪(回)

杨继武。 肖拉坡(彝) 肖笃卿 李家轴 陈良惠(女)

陈明益 吴叔身 吴伯珍 张紫依 张敦韧 罗瓦铁(彝)

罗呷布(彝) 罗金明(彝) ：罗兹阿门(彝)． 罗领子(彝) 。一

金全德(回) 金润生(回X 虎世祥(回) 郑孝先

周良才 阿牛威哈(彝) 林克文 林清顺 祝六木沙(彝)

祝占高(彝) 胡明叔 胡茂弼 胡崇焕(女) 姚洪章

姚碧光(回) 陶元璋 阮国栋 袁孝传 郭俊良 郭松柏

徐志诚 韩邦泉 熊励修 熊树清(藏)．

，。；县二届委员会(1960．4·l 963．。9)：

委员77，名。其中：党内21名，占委员总数27．27％，党外56a，占72．73％。

界 别
’ 。

． ●

’。

中国共产党19名，占委员总数24．68％，民主党派3名，‘占3．9％J无党派民主人

士3名，占3．9％，工会5名，占6．49％，妇女联合会1名，占1．3％I．工商7名，J古

9．09％，文化艺术1名，占1．3％，教育1名，占1．3％，医药卫生8名，占lO．38％，彝

族上层爱国人士25名，占32．47％，宗教4名，占5．19％。
’

7人‘员 ．

主席 曹振祥

副主席 崔茂才 周良才 高玉昌 何伯灵‘ 沈泽安(彝)、

秘书长 周伯纯

7

●

，

．

kl
l

i．}．-队u[}



工商组、

芏玉山 张丕修 李炳党(彝>? 杨继武 妥善(回)

林克文 罗海清(彝) 郝惠(女) 熊正明(傈傈)

丁学道 寸国良 马姑铁(彝) ．马国清(彝) 马秋来
‘

毛牛牛(女、彝)‘王开科 丰打辅(彝) 方国民 刘彦邦。

刘伯昆 刘昌翔 申阿堵(彝) 申海山(彝)：，J史志全’．0‘

米木呷(彝) 安友明(彝) 朱华普 +孙世祥 ‘孙忠孝7‘1”

吴景 ‘吴叔身 李五哈(彝了。。’李炳连(彝) 季呷呷(彝)

张文孝 张成英(女，彝>。宋子谦 苏文清(彝) 陈企光4

沈则则(彝) 何志业 巫克惠 肖笃卿。7‘’杨思聪(回)

郑之清(彝) 郑孝先 罗瓦铁(彝)_，’罗成章阿牛威哈(彝)

虎世祥(回) 周翠华(女)胡昆 7胡万清(彝) 胡明叔

’胡国林 祝占高(彝) 祝金万(彝)! 祝德明(彝>

7侯子方(彝) 郝之明(彝) 。姜院和 郭松柏 郭俊明

徐志诚 高启哲 唐绍国 龚显志’ 谢开明 熊励修
～

蔡运高_’：， ．

’一 下属机构⋯
+’

民盟组。宗教组，民族组。它是委组的萌芽。

县三届委，员会(1963．1 0--1 981．1)

委员59名。其审。，党内i3名j，占委员总数2i．o；％，。尧外46名，”占7r7r．97％。

--
。

‘’’。1
。_‘

：‘界4’剐
‘7

一中国共产党10名，占16．94％j中国共产主义旨年团1名，占1．69％，工会4名，占
6．J78％，妇女联合1名，占1．69％，民丰党派4名，占6．78％I．’工商8名，一占13．56％，文
化艺术1名，占l·69％，科学技术2名：占3．§9％，农业4名，占6．7台％，教育&名，，占

5·?曼孑，医药卫生7名，占jI．86％；彝族上层爱国人士9名，占15．2％，宗教5名j占
8．47％。 ． ， ，：一 ．。，。’，’■? “7．1

o 。
· ‘

r， ， ／ ．
‘

}’ 席

副主席

秘书长

8

组成人员，r，

常志兰

邹海涛’，j扁良才 ，何伯灵 浼泽安(彝>
周伯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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