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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12日，在平潭县工农兵招待所召开政协平潭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图为平潭县政协一届七次会议全体与会人员合影留念。

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葶¨，隆重百阡政协平潭县第树委品会第次会议。瞎为

全体与会人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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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平潭县政协志》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终于大功告成而付梓问

世了。这是我县修纂部门志的又一可喜成果，值得庆贺。

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统一战线， 就是要团

结、联合一切可以团结、可以联合的人。团结就是力量，毛泽东同志

曾做过这样的比喻： “群众没有团结组织起来，好比一堆散沙，缺乏

力量，我们要用糊泥把这堆散沙胶在一起，捏成一团，使任何敌人都

打不破。"人民政协就是这种“糊泥"。平潭县政协自1980年12月成

立以来，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9共”的

方针，团结各界人士，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

为本县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平潭县政协志》以其丰

富的资料翔实地记载了县政协十五年的发展历程，既有对成绩和经验

的科学总结，又有对开拓与奋进的深沉思考，从中，可以认识政协的

活动规律，有助于今后更好地履行其职能，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以推

进我县政治民主化的进展。

编史修志，目的在于鉴往知今。《平潭县政协志》的付梓面世，

使作为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织的历史片断定格在“永恒"的坐标

中，堪称功在当代，利于千秋的善举。因此，为《平潭县政协志》的

诞生而勤奋劳作的组织者、执笔者，以及指导、关心、支持志书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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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同志和许多离退休的老同志，今天和未来的读者都应铭记他们

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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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日

(序作者系中共平潭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



凡 例

一、 《平潭县政协志》以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同志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全国政协章程为指导思想，体现社

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如实记载平潭县政协十五年来履行职

能和工作成果。

二、本志记叙内容上起1980年12月，下迄1995年12月。

三、为行文之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平潭县

委员会”，简称为“政协平潭县委员会”、 “平潭县政协”、

“县政协”、 “政协”等；本会历届历次全体委员会议和历届

历次常委会也多用简称，如用“一届一次全会”、 “五届十次

常委会”等，余类推。

四、本志按内容分列为5章2 l节，其未收入专门章节的事

件，分别在《大事记》中叙述。

五、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简化字。纪年及数字一律以

1987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暂行规定》为据。

六、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必要的图表、照片。

七、本志采用前呼后应，详略互述的方法，力争避免行文

重复，叙事冗繁。如记述举行历届历次全体委员会议时，在《大

事记》中只记其略，而在第一章“全体委员会议”则叙其详。

八、本志资料主要采用县政协档案和El常活动的原始记

录，参考《政协简报》和《平潭文史资料》及有关人士口述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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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平潭县委员会(以下简称平潭县政

协)，成立于1980年12月11日。此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后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拨乱反正，政治上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新局

面，经济上涌现改革开放的热潮。新时期赋予平潭县政协新的使命。

15年来，经历5届委员会的更迭，机构不断扩大，制度日臻完善，工

作步步拓宽，作用越来越大。在中共平潭县委的领导下，县政协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发挥人才荟萃的

优势，为经济建设献计出力，团结海内外各界人士，为促进祖国统一

大业服务。

县政协是由中共平潭县委和县内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特邀人

士组成。各届委员的队伍不断扩大，显示政协工作越来越兴旺的生命

力。第一届第一次会议的委员仅29人，至第五届(1995年底止)发展

到123人，其中中共代表10人，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5人，经济科技

界28人，工商界9人，文化教育界18人，卫生界7人，三胞及其家属

代表22人，宗教界8人，少数民族3人，特邀代表10人，汇集了各方

面的人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历届非党委员一般占委员总数的百分

六十左右。根据开展活动的需要，设立学习、提案、文史、文教体

育、三胞工作、民族宗教、城建卫生、科技、经济建设等9个委员会

扣工作组，使委员各有活动阵地，明确任务，各尽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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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县

政协一直重视把委员的智慧和精力引导到参政议政上面去。近几年特

别注意密切配合县委、县政府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通过多种渠道，

采用多种方式，组织委员对大政方针’和各项重要事务开展政治协商，

进行民主监督。侧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展开参政议政活动，成为平潭

政协工作突出的特色。

通过各种会议，直接参与重要问题的协商、决策。县政协正副主

席，每年都多次参加县委召开的县五套班子成员会议，或党员主席、

副主席列席县委常委会的扩大会议，就有关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廉

政建设、综合治理等重大举措，参与讨论、决策。诸如： 1983年的

“严打"活动；1987年的清理“会灾"；1989年平潭与台湾的渔工劳

务合作；1992年县庆八十周年的筹备活动；1994年娘宫轮渡交通、反

偷渡等问题，政协领导不仅出席会议，参与决策，还组织部分委员参

予讨论，提出建议。

政协委员则通过各种会议及各种活动开展参政议政，县政协还采

取请进来、派出去的方式，增加参政议政的机会，例如：1994年，县

政协就本县的教育、审计、物价、计划、财政及对外开放等方面的问

题，分别邀请县教育局、审计局、物委、计委、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和

单位的领导人，给政协委员通报相关的情况。1995年就本县的环保、

“菜篮子"工程、廉政、城建、 “95"计划和2010年规划， 以及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等方面的问题，邀请县环保局、 物委、纪委、城建

局、计委、检察院、财政局等单位负责人，给政协委员通报情况。通

过这些活动，便于委员多方面地了解县情，提出意见和建议，有的放

矢，产生成效。此外，1989年县政协还推荐5位委员为县委廉政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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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j 3位常委为县政府政务评议员，对廉政建设和政务活动直接进行

民主监督。

委员通过提案提建议，E成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一种有效的形

式。从1983年至1995年，委员提案共350份，其中95％以上的提“案得

到及时处理。近几年，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提案的内容侧重

于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对改革开放起了推动作用。如‘；1995年委员

的提案计52件，其中属于经济建设的有19件，占35％。

组织委员开展视察、考察和调研，掌握第．．手材料≯以便知j睛出

力，实践证明这是参政议政的可行而有效的办法。县政协注意选择经

济建设中的大政要事，采取小型活动、专题调查，少而精，求质量，

讲实效。从1985年以来，县政协组织委员深入经济建设的实地和改革

开放第一线，开展视察、考察、调查18次。对幸福洋的海水养殖，海

岛发展水仙花，芦洋乡生产芦笋，看澳村群众集资发展海上运输业，

以及东澳港台轮停泊点情况、娘宫轮渡交通、农村企业状况、城关的

的环境卫生等问题，深入进行考察，写成调查报告12份，提出78条意

见和建议，其中一部分建议进入县委、县政府的决策圈。

征集文史资料为经济建设和开拓两岸交流服务，是政协的一项重

要工作。县政协文史机构成立于1982年5月。13年来共征集文稿220

多万字，出版《平潭文史资料》10辑，87万多字。对于丰富平潭文

史、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新的

历史时期，县政协对文史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把文史资料工作列为

参政议政一个方面的内容，注意征集选编对开发经济有参考价值的文

稿，促进改革开放向前发展。1990年，县委决定利用海涂和浅海，发

展水产养殖业。文史编辑及时征集有关海蛎、贻贝、石斑鱼、真鲷：!．



对虾，文蛤、鲍鱼、鲎等海水养殖业的8篇文稿，刊载在当年出版的

《平潭文史资料》第六辑，为养殖单位提供借鉴资料。1991年县委亮

出“旅游兴县’’的新思路，文史编辑立即着手搜集有关资料，于第二

年5月出版15万字的旅游专辑《海岛胜景说平潭》，向海内外广泛发

行，宣传平潭岛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了适应两岸“三通”和拓宽海外

交流，1994年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积极向台胞、侨胞征集文稿，编辑出

版16万字的平潭与台、港、澳、海外交往史料专辑《平潭文史资料》

第九辑，作为本县各部门向海外开拓商贸和文化工作的借鉴资料，具

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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