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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政协宜良县委员会主席 陈世文

(1996年4月18目)

<宜良政协志>经省、市、县三级审查．由云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j这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人民政协在宜良县的发展，

已经走过了lO个年头。10年来，我们没有一部系统、完整、

科学地反映宜良政协自身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这部书的

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要做好政协工作，必须认识政协自身。志书具有资政、存

史、教化的三大功能。<宜良政协志>的出版，为各级领导的

科学决策，为各界人士了解宜良政协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料，

为政协机关的干部职工提供了可读性教材。

我在宜良工作了40余年。作为县政协第四届主席，任期

内能赶上这部志书的编纂出版，也是我人生的一件幸事。在该

书成书过程中，我对编纂出版工作的一些支持和帮助，也是应

尽之责。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志书的编纂成功，与县委、人

大、政府、政协、纪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分不开，与政协机关各

个部门、各位同志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分不开，更与编修人

员呕心沥血地辛勤劳作分不开，应当感谢和记住的是他们。

历史在发展，政协的工作在前进。待到下届修志时，县政

协将会谱写出更加上乘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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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名称性质：本志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宜

良县委员会志”的简称，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政治类

专志。

二指导思想：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和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贯彻<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章程>，按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要求，

从人民政协工作的实际出发，全面系统地记述宜良县政协组织

的历史和现状。

三体例结构：坚持横分门类，纵述史实；采用述、记、

志、介、图、表、录等多种手段；设章立节。全志由： (一)

题词；(二)行政区图；(三)照片；(四)目次；(五)序；

(六)凡例；(七)概述；(八)大事记；．(九)专章；(十)人

物简介；(十一)附录；(十二)跋构成。专章按事物性质分

类，力求“事以类聚，类为一志”，反映其历史沿革及基本

面貌。 一

四行文表述：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和客观记述三大

原则，述而不作；使用规范化语体文、简化汉字及1990年3

月国家有关部门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使用公元纪年

和第三人称。为记述方便，有的称谓使用简称。例如：“统战

联谊工作”简称“统联工作”，“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

胞”简称“三胞”；“中国共产党政协宜良县委员会党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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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党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宜良县委员会”

简称“政协宜良县委员会”或“县政协”；“常务委员会”简称

“常委会”；“中国共产党宜良县委员会”简称“中共宜良县委”

或“县委”等。

五数字书写：执行一会六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

书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局)1986年12月公布的<关于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凡可使用阿拉伯数字而又得体

之处，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六大事、人物：大事采用编年体式，以时为经，以事为

纬。人物坚持“生不立传”，为体现人民政协人才荟萃的特点，

对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简介，常务委员列表，委员录名。

七时间断限：坚持“详近略远”的记述原则，追本溯

源，彰明沿革，上限起于1950年5月召开的宜良县第一次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下限止于1994年12月31日，个别情况则

适当下延。

八资料来源：本志资料来自档案、图书、报刊、口碑

等。所有入志资料均经过鉴别、审核。遵循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的原则，客观反映历史与现状的本来面目，确保志书严肃的

政治性、严密的科学性和精确的资料性。为节省篇幅、资料均

不注明来源。所辑附录资料，在文字上略有删节或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淮
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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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宜良县位于云南省中部，昆明市东南。东临陆良县、路南

县，南接弥勒县、华宁县，西与澄江县、呈贡县和昆明市官渡

区毗邻，北同嵩明县、马龙县相连。县城为匡远镇，居县境中

部，距昆明市城区53．30公里。县境东西最大横距51．50公

里，南北最大纵距85．36公里，总面积l 886平方公里。全县

辖匡远、北古城、汤池、南羊街、狗街5个镇和蓬莱、草甸、

北羊街、马街、耿家营、九乡、竹山7个乡(其中有民族乡2

个)。下设1 3 3个办事处和4个城区居民委员会。总人口

372926人，其中有以世居的彝、回、苗族为主体的31种少数

民族28 118人，占人口总数的7．54％。非农业人口34 861人。

宜良为云南省省会门户，滇东南要道。昆(明)河(口)

铁路、南(宁)昆(明)铁路、昆(明)那(发)公路贯穿县

境，交通十分便利。矿产种类较多，主要有煤、铁、铜、铅

锌、磷矿、。石膏和重晶石等。

宜良县的水域属珠江水系的南盘江流域，水资源相当丰

富。境内气候温和，田畴肥沃，物产丰饶，素有“滇中粮仓”

之誉。粮食、烤烟、蔬菜、茶叶、水果生产颇具优势，花卉栽

培历史悠久。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乡镇企业、交通运输

业、旅游业、商业、饮食服务业全面发展，是滇东南商贸交易

集散地，全省经济发达地区之一。特产“宝洪茶”为茶中珍

品；鸭系列产品驰名滇中。九乡国家级风景区景色迷人，阳宗

海省级旅游度假区绮丽多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机构。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其主要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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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1949年9月，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

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发挥了

重要的历史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仍继续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以

及对外友好交往活动中发挥作用，进行了许多工作，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

协商会议在拨乱反正、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

国家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争取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

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一步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宜良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组成最早的政治协商机构。1950年5月至1954年6

月，先后召开过三次宜良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参与协商讨论

国家大政方针和地方重要事务，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对人民政

府进行民主监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宜良县委员会，于1984年

正式成立。在中共宜良县委领导下和县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

门的支持下，在上级政协组织的指导下，遵循人民政协章程，

按照新时期人民政协的任务和要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在加快宜

良经济发展，维护安定团结，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和平统

一祖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政协宜良县委员会成立以来，以各种例会为主要形式对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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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

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进行协商；组织委员视察、调查、参观和考察，了解情况，就

各项事业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建议案、提案

和其他形式向国家机关和其他有关组织提出建议和批评；组织

县政协委员在自愿的原则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时事政治，学

习和交流业务和科学技术知识，增强为祖国服务的才能；通过

各种形式，积极传播先进思想，开展爱祖国、爱人民、爱劳

动、爱社会主义的理想、道德、纪律的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和

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加强同港澳台同胞、国外侨胞和各

界人士的联系和团结，鼓励他们为祖国建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

业作贡献；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民族政策，支持发展少

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

增进全县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宗教

政策，团结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宗教信仰者为祖国的建设和统一

贡献力量；根据统一战线的特点，进行关于宜良近代史、现代

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

抓大事，办实事，见实效，创实绩。县政协在深入实际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宜良县两个文明建设中的有关重大问题诤

言、献策，为县委、县政府的民主、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如1987年向县政府提出应及时建立水稻良种基地的意见，一

经采纳实施，使全县的水稻稳产高产有了重要保证，使宜良优

质大米誉满省城。又如1993年县政协向县委、县政府提出有

偿转让荒山给农民经营的建议，经采纳推广后。在全省起到率

先示范的作用，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肯定。县政协充分发挥其

3



概述

‘‘人才库”、“智囊团”的优势，积极开展“献良策”活动，为

农村奔小康献计出力；支持发展乡镇企业、旅游业和个体私营

经济，为招商引资牵线搭桥；帮助农村办企业，增加群众收

入；引进小尾寒羊、梅花鹿和一些经济效益好的项目，为农村

致富开辟门路；协助政府抓好城乡集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促

进城乡商品流通，解决农民买难卖难的问题；协调资金，引进

技术，帮助贫困山区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抓好智力扶贫工作，

为农村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加强与政协委员小组的联系，组织

委员为农村奔小康办实事。为促进宜良的精神文明建设，县政

协尽其所能，开办了政协补习学校，创办了政协门诊部，修建

了宜良县人民烈士纪念碑，协助办好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帮助

发展教育文化医药卫生事业、编纂了<云南政协通志>中的宜

良县政协专章。各项工作中都做出了显著成绩，得到了社会各

方面的赞誉。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安定团结。政协宜良县委员会始终把

安定团结工作放在突出位置，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生活中的热

点、难点问题，主动及时地做好疏导工作，理顺关系，化解矛

盾，协调感情，增进团结，发挥了其他组织和部门不可替代的

作用，为宜良县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努力创造

团结、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

加强自身建设，为做好政协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县政协历

来十分重视政协组织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扬人民政协学习和自

我教育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委员参政议政的能力。建立和完

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和各种规章制度，逐步使之规范

化、科学化。加强机关的组织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不断提高

工作效率，努力做好服务和联络工作。县政协的组成单位和委

员人数的增加，体现了人民政协的统战性特点。政协机关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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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环境及办公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

回顾政协宜良县委员会的发展历程，各方面工作成绩斐

然，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协组织在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正如中共宜良县委书记李正黄在<宜良成就有政协

一份功劳>一文中充分肯定的那样：“在我们县，决策大事少

不了政协；民主监督少不了政协；班子建设少不了政协；工作

落实少不了政协。县政协是我县改革、发展、稳定中不可缺少

的重要力量。”

承前启后展英姿，继往开来写新篇。新的形势与任务对政

协自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协宜良县委员会各参加单位、

全体委员，将继续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

路线、基本方针，牢牢把握民主与团结两个主题，高举爱国主

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奋发进取，讲

求实效，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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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50年

5月15日～17日，宜良县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宜

良县城召开。

10月13 El～16日，召开第二次宜良县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

1951年

9月9日一13日，召开第三次宜良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84年

1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宜良县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

6月6日～1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宜良县第

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宜良县城举行。会议选举产生政协宜

良县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共17人，

组成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云南省宜良县委员会正式成立。

6月13日．政协宜良县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决定：县政协设立提案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和6

个工作组。

6月，县政协医药卫生工作组调查宜良县边远山区缺医少

药情况。

8月9日，县政协在宜良县城召开中秋节茶话会。县政协

领导、常委、“三胞”亲属和侨眷代表共89人出席会议。中共

宜良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纪委领导应邀出席会议并讲

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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