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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牡丹区政协志》在各级领导和老同志的关心支持下j经过

全体编纂人员和机关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出版面世了。这是我

区政协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和喜事，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

我区人民政协史上一件具有纪念意义的事。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菏泽市牡丹区委员会是人民政协的地

方组织，它由菏泽县政协、县级菏泽市政协沿革而来，其前身为

菏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5年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章程》关于设立政协地方委员会的规定，政协菏泽县委员会成

立。同年12月召开政协菏泽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至

2002年12月共48个春秋，历经菏泽县政协、县级菏泽市政协和

菏泽市牡丹区政协计十届委员会。 、、j t ： ．：

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届政协在中共牡丹区(菏泽县、市)委

的正确领导和人大、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坚持团结各民主党

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全体政协委员，围绕党和政

府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工作，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快社会主义

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区历

届政协工作更加活跃，各级政协组织依托全体政协委员和各界人

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认真履行政协职

能，广泛联谊交友，主动开展调研、视察、考察等项活动，及时

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立论参政议政，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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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

县、市)政协委员切实履行职责，努力发挥专

无私奉献，宏观献计，微观出力，发挥了政协委

员应有的作用。五十年风雨沧桑，人民政协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

经验，形成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回顾过去，总结历史，开辟未

来，乃为我们编纂出版《牡丹区政协志》的初衷。
! 《牡丹区政协志》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十六大精神为

指导，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

存真求实原则，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我区政协的历史沿革、工作概

况、委员风貌及重要事件，总结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融合了

大量丰富、翔实的珍贵资料，必将对凝聚方方面面的力量致力于

“三个文明建设”，进一步扩大人民政协的社会影响，努力开创政

协工作新局面产生深远的影响。o 。。，．，，·

一

，j

“《牡丹区政协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中共牡丹区委、牡丹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受到历届政协老

领导、老同志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精心指导和热情帮助，饱含着参

与编纂全体人员的艰辛劳动。为此，我谨代表政协菏泽市牡丹区

委员会，向所有关心～参与此《志》征编工作的领导和同志表示

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

，．新的形势和任务，为人民政协工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人民政协事业前程远大，大有可为!～ j-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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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牡丹区政协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达到

总结历史，服务当今，惠及后世之目的。

二、本志上限起自1949年12月菏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

一次会议召开，下限迄至2002年12月政协牡丹区第十届委员会

届满，个别有连续性的章节适当下延。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遵循方志学编纂方法，纵写历

史，横分门类，纵横结合，述而不论，按时间顺序编排。

四、本志结构采用章、节、目、子目，全志共六章30节，

志首设概述，志后有附录，概述陈述全貌，附录收集价值较高的

历史资料。

五、新中国建立后菏泽县曾两度撤县设市，2000年12月撤

市设牡丹区。为客观反映历史，本志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之菏泽

县、菏泽市、牡丹区政协称谓分别记之，凡2000年12月前之菏

泽市政协称谓均指县级菏泽市政协。 ．，

六、本志收录人物范围和条件为：(1)政协(含各代会)历

届主席、副主席及相当职务者；(2)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的

历届政协委员；(3)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历届政协委员；(4)曾任

省级以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中共党代表的历届政协委员；

(5)在区政协机关工作连续十年以上的历届政协委员；(6)历届

区政协秘书长或党组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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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经

济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她为新中国的诞生，为

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

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简称全国政协)及各级地方组织，坚持“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历史阶段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围绕党政中心工作献计出力，发

挥出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我区(县、市)政协从菏泽县第一次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简称各代会，为政协前身)召开至政协菏泽

市牡丹区第十届委员会已有50多年的历史，现将其发展和工作

作以简要概述。 、

，

根据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组织法》之规定，1949年12月菏泽县召开第一次各代

会，至1954年6月县二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近5年时

间，菏泽县先后召开12次各代会，选举产生了四届常务委员会。

期间代行了政协地方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主要任务是恢

复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战胜灾荒，克服当时生产建设中的困

难。

’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各民主党派、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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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团体为基础组成”。关于地方委员会的设立，“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市可以设地方委员会”。菏泽县是菏泽地区专员公署所

在地，为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根据这一规定，经中共山

东省委批准，中共菏泽县委于1955年5月成立了由社会各界、

各人民团体参加的政协菏泽县第一届委员会筹委会，通过广泛征

求意见，协商确定了参加政协单位、委员名额分配及推荐办法。

1955年11月23日由菏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第27

次会议通过，确定政协菏泽县第一届委员会由63名委员组成，

计分17个界别。是年12月5日举行政协菏泽县第一届委员会第

一次全体会议。至1966年5月，历经四届，期间政协主席由县

(市)委主要领导兼任，一名副主席驻会主持工作，一名专职秘

书协助处理日常事务，委员人数逐渐增多，二至四届委员人数均

达129名。这一阶段的政协工作，主要是在中共菏泽县委的领导

下，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政治协商，组织委员和各界民主人士

参加各种运动。进行思想改造。 ．
，

．

在活动形式和内容上，一是参与社会正当生活，列席县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府(人委)的重要会议，协商重要问题；

二是组织委员和各界人士学习，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三是组

织委员和社会各界参加“大炼钢铁”、“大办农业”等劳动实践。

‘1966年3月．县政协四届一次全委会闭幕之后不久，“文化

大革命”开始。政协工作被迫停止。 ．’

r．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各级地方政

协组织相继恢复。遵照省、地委的部署，中共菏泽县委于1980

年11月组成专门领导小组，着手政协菏泽县第五届委员会的筹

备工作。经过广泛宣传、深入发动、反复酝酿协商等一系列工

作，制定了政协菏泽县第五届委员会筹备工作方案。1981年1

月举行了政协菏泽县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委员人数达

149名。本届政协主席仍由县委书记兼任，几名副主席驻会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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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1981年9月，为便于组织学习和参加社会活动，根据《政

协章程》和工作需要，经政协菏泽县第五届委员会第三次常务委

员会议研究决定，建立了七个工作组。1982年8月，中共菏泽

县委决定建立菏泽县政协党组，1984年4月设立政协办公室，

为正科级单位。政协各项工作有了很大发展，除参与全县重大方

针政策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外，还在学习政治和文化科技知

识，积极开展各种咨询服务活动和专题调查等方面发挥出“智囊

团”、“人才库”的作用。
“

自政协菏泽市第六届委员会至政协牡丹区第十届委员会，市

(区)政协的主要领导不再由市委主要领导兼任，设专职主席，

并兼任党组书记，政协委员队伍逐步扩大，政协工作机构日渐完

善，政协职能和工作领域不断拓展，政协各项．工作更加活跃，政

协职能作用和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主要表现在

以下方面：

， (一)政协委员人数每届都有所增加，至政协牡丹区第十届

委员会，政协委员人数达357人，界别也发展到21个，代表性

增强，委员素质逐步提高。 j ，．

(二)政协菏泽市第六届委员会为适应政协统战工作需要，

根据《政协章程》规定，1984年3月，经政协菏泽市第六届委

员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研究决定，市政协设立学习委员会、文

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提案信访工作委员会和8个工作组；并于

1985年在政协机关设立了联络科、调研科和宣传科，工作机构

再次增加。第七届委员会设立了学习、文史、提案、咨询服务四

个委员会和16个城市工作组、六个乡镇办事处工作组。1989年

4月，经中共菏泽市委批准，政协菏泽市第七届委员会第十一次

常务委员会议研究通过，撤销联络科、调研科、宣传科，保留办

公室，设立学习提案、文史资料、经济科技、文教卫生、祖国统

一联谊五个委员会，是政协常委会和主席办公会领导下的工作机



与党委、政府、人大，与市(区)直部门的联系更加广泛，更加

密切。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对政协工作

日益重视，一系列加强和完善政协工作的制度和措施相继制定，

政协工作渐渐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在经济、政治和社会

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我区改革开放

和两个文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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