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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

。法宝一之一。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的历史

时期中，统一战线仍然是一大“法宝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景德镇市委员会的历史和实践，可资证明。使各界形

成这种共识，并传之后代，乃编写本志之主要宗旨。

二、本志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记人叙事均依照历史

原貌直书。

三、本志主要依据江西省和景德镇市档案馆所藏的

文书档案和报刊资料编写。个别地方则采用了三人以上

的口述资料。 ．

．

。

四、本志上限为1949年，下限为1989年，凡40年。

为了溯源，追叙了景德镇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协商

委员会。· ，

．

‘

五、本志设政协志、大事记、附件和附录，以便互相印

证，互为补充。
’

六、本志采用志、记、图、表、录等形式，以志、记为主：

图(照片)置卷首，录置章末，表随文而置。

． 七、本志以公元纪年，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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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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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使用数字。

八、本会委员来自各界，各界均有专志问世。为象重



概： 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景德镇市委员会，于、

1955年2月成立。它的前身是景德镇市各界人民代表会
‘

议协商委员会： ．． 。。一一、．

‘’景德镇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历经三届。首届·次会

议于1949年6月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主

持召开。在军事管制初期，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市军事

管制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
‘

关。从1951年1月起，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市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代行市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市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休会期间；设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简称

市协商委员会)。市协商委员会，于1950年1月经市第一·

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十二次会议选举产生，由主席一

人、副主席若干人及委员若干人组成。 。。。

协商委员会，既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 ．

的政治协商机关，又是经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

人士去团结各民主阶级的统二战线组织。协商委员会有

双重任务：一方面协助政府联系和动员人民，审议和推行
·

，1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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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令，一方面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

的团结进步工作，经过他们去团结和教育各民主阶级的

人民。市协商委员会接受代行全国政协地方委员会职权

的江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委托事项与建

议，并向省协商委员会汇报工作。1954年1月，景德镇市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后，市协商委员会

便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
’

市协商委员会历经三届。1955年2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成

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景德镇市委员会(简

称市政协)，并召开了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至此，市

协商委员会工作即告结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

统一战线的组织，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的一种重要形式。市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的地方组织，其

主要任务是：遵循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

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一的方针，

通过各种方式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地方重要事务以及群众

生活、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等问题进行协商，并通过提建议

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从1959年11月召开的第三

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起，市政协委员列席市人民代表大

会全体会议，听取和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

告。到1989年止，共列席了18次市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

议。
‘

·2‘



市政协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

’务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主席主

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席、秘书长协助主席工作。常

务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市政协工作机

构的设置，并任命其领导成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后，市政协活动停止。

1978年10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恢复市政协机构，正

式开展工作。i982年5月，召开了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从此，市政协工作进入新的时期。

市政协成立后，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团结各界人士，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方面；在宣传

党对港、澳、台胞的政策和“一国两制修，争取实现祖国统

一方面；在号召各界人士反对国内外的敌人，保卫祖国、

保卫和平方面；在鼓励各界人士提建议和批评，发挥政治

协商和民主监督作用方面；在组织各界人士学习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时事政治，学习业务和科学

技术知识，增强为祖国服务的才能方面；在推动各界人

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为改革开放、振兴瓷都献计献策方面；在动员各界人

士撰写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文史资料，资治教化、惠及

后世方面；以及在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落实党对知

识分子的政策，解决党和同盟者关系的重大问题方面，均

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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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二章’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

．

．』 ：．，、 。一：
‘ 。，

，

．： 、． 、．、o ，一一

、 第一节全体代表会议’-
．，、 一 ． ，、，

j‘：。
’

●

‘

‘

． ‘景德镇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

市人民政府、各党派、团体、驻市机关、部队及其他各界代

。!表组成。军管会和市政府的代表，由军管会主任、副主任，

市政府市长、副市长充任；各党派、团体、机关和部队的代

表，由各单位自行选派；其他方面的代表，由军管会和市

人民政府商定和邀请。在军事管制初期，代表无任期时

限。1951年1月起，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市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后，代表的任期为一年，

．连选连任。 ：
‘’

-

’

’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在军事管制初期是：

(一)听取军管会及市人民政府关于施政方针、政策、计划

，及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讨论，提出批评和建议。(二)

，向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建议有

r关市政兴革事宜。(三)向人民传达并解释市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的决议案，并协助市人民政府动员人民推行之。代

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后，其职权是：(一)听取与审查市人

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市的施政方针和政策。(二)审查

与通过市人民政府的预决算。(三)建议与决议有关市政

兴革事宜。(四)向人民传达并解释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的决议案，并协助市人民政府动员人民推行之。(五)选举

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委员，组成市人民政府委员会。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选举产生协商委员会之前，

设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负责主持会议和日常工作。选

举产生协商委员会之后，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再设主

席、副主席和秘书长，日常工作由协商委员会主席、副主

席和秘书长主持。 一
。

’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必要时提

前或延期召开。至1954年1月，共召开了3届24次会

议。 ．，

，。

。．

’’
；

●

，

，

第一届全体代表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49年6月25日在市政府召开。代

表72人。大会由副市长王立然主持，宣布成立景德镇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选举了陈健吾为代表会议主席，

刘子重、傅德鑫、项振东为副主席，周绍武为秘书长。

第二次会议，于1949年6月27日召开。会议讨论了

18件提案，主要决议如下：(一)关于开工问题。首先劝导

窑户；劝导不生效则劳资双方协商；协商仍然无效则由政
·2· ，



府依法处理之。(二)关于工资问题。召集劳资双方协商，

如资方坚持低额工资而影响工人生活，则由政府合理规

定之。(三)关于失业工人救济问题。由商会及都、徽、杂

三帮领导人组织失业工人募捐委员会募捐，同时组织失

业工人生产自救。(四)关于金融问题。发动人民拒用银

元，组织缉私队，协助政府取缔使用银元。(五)关于发展

瓷业生产问题。银行以抵押方式酌予生产贷款，贸易公司

提高瓷价并酌予收购瓷器等。(六)关于援助农副产品销

售问题。由贸易公司收购木材、窑柴、白土、釉果、茶叶等。

(七)关于支援前线顺利完成征借任务问题。由各界代表

分头向被征借户劝导，提前应征。(八)关于协助剿匪停止

会道门活动问题。发动各界人民提供情报，劝导各会道门

自新并停止反动活动。(九)关于妇女工作问题。组织妇

女联合会，开展妇女工作。(十)关于教员和机关职员薪俸

问题。在联合政府未成立之前，每月薪给最高不得超过白

米三石，最低不得少于一石五斗；或最高给白米225市

斤，最低为125市斤。会议并就交通运输、公共卫生、减轻

私立学校学费、陶专学生公费、师范生制服、学生联合会

办公经费、开展大众文化等问题作了决议。

第三次会议，于1949年7月14日在市政府召开。市

长陈璞如作了工作报告。会议决议：(一)关于肃清反革命

武装残余势力问题。将登记的刀矛由职工工会或政府管

理，并对不利于社会安全的反动残余行为给予严厉惩办。

(二)关于劳资问题。由劳资双方协商调整。(三)关于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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