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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县地方志丛书》说明

《丛书》由县内有关单位，于1 986年为新修《南海县志》提供资料

而先后编成的专志所组成。它有为编纂单位积存资料的任务，因而带有部

门志的性质。考虑到县志总纂时，总不可能把专志的所有资料都收录进

去，故决定把它们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以补县志资料可能过简的不足．

专志量多而且内容广，都要详细审查验收有困难，只好交由办公室

加强编纂辅导，并着重从政治观点、志书体例方面进行最后把关，其他

方面则由编纂单位负责。

《丛书》以铅印或油印两种形式成书出版。纳入《丛书》出版的专

志预计有60本。但版本大小，印刷形式和数量、发行范围等，均由编纂

单位决定；原定的计划也可能会变化，因而这里只能列举已经出版的书

目，到最后一本出版时才能宣告《丛书》出版完毕．

《丛书》现已出版的书目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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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

商体制。编窍本志时，严格遵照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方针任务为

指导，根据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能，本着求实存真的精神进行编纂． ’‘

二，修志时间，上溯公元1 957年7月，下限公元1988年3月，即至

第六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止．

三，本志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性质、任务和特点，取

章、节叙述。

四、为方便叙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为“人民政协”或

“政协一，中国共产党南海县委员会简称为“中共南海县委一，南海县

人民政府简称为。 “县政府"，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简称为

“三胞”，常务委员会简称为“常委会一，南海县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为

“县人大一。

五，内容
’

概述．简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性质，基本职能，以及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南海县委员会的建立及其发展过程．

组织建制·记叙政协南海县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工作制度，政协委



员结构及其产生方法。

历届委员会全体会议．简述历届全体委员会议概况。

委员学习活动。略述委员的学习情况。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主要记叙开展各层次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活

动，委员提案办理基本情况。

文史资料。《文史资料》的组稿、编辑、出版工作。

大事记。从筹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海县委员会起，至1 988年

3月止的主要活动．

(注：第三届委员会期间的材料全部散失，经多方努力仍无法搜

集，至感遗憾!)

2



第一章 概 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

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

或政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

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民组成的广泛的政治联盟。人民政

协是我国实行多党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同时，人民政协又是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

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

人民政协是对国家实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机关，它的主要职能

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共存、互相

监督”、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和

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的

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变化和发展，中共

南海县委员会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建立基层县人民政协机构的指

示，于1957年7月间开始着手策划此项工作，并在1958年成立县政协筹

备委员会，具体负责筹建工作．筹建委员会成员是。



中国共产党：吴 勇 曹玉瑶 邓 明 张 镇

区达辉

工 人；邝 羽(女)

共产主义青年团：黄怀慈(女)

工 商 界s梁 佳 曾 昭 杨 椿

医 卫 界：李仁春 钟贻衍

华 侨 界：黎五如 邓桑才 庄伟基

文 艺 界t钟卓芳 ．．

科 技 界；邬荣汉

筹备委员会主任由邓明担任，副主任由张镇担任．
‘

从1 959年9月6日召开第一届委员会第_次全体委员会议至1 988年

3月，度过了29个春秋，召开过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和六届

第一，二次全体会议，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1 959年至1 965年为第一个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人民政协是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

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民主统

一战线组织，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

继续和发展。南海县政协在这个阶段最初的几年里，办事机构、工作制

度尚未建立和完善，在缺乏工作经验的情况下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列

席南海县人民代表大会，听取和讨论县政府工作报告，共商县事；协助

中共县委做好调整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工作；热情帮助民主人士开展自

我教育、自我改造活动；组织政协委员进行视察工作等等，在团结各界

人士和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作用．

从1 966年起， 。文化大革命糟十年内乱时期南海政协同全国一样，



、 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而陷于全面瘫痪。这是第二个历史阶

段。

1 976年1 o月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1 978年1 2月召开了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也开始迈

进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

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以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的爱国统一

战线．
． ．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1979年粤发(40)号文《关于恢复和设置地方政

协组织机构问题的通知》，中共南海县委员会于是年9月1 5日恢复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海县委员会·

南海县政协恢复以来，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在中共南海

县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荣辱

与共”的工作方针，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基本职能，对

南海县的大政方针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

形式的协商监督；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努力推动政协委员

的学习活动，提高参政议政能力；组织政协委员进行视察，开展调查研

究，做到知情出力；联络港澳同胞、台湾同咆和海外侨胞以及团结各界

人士为南海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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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组织建制

第一节政协委员的产生

政协委员的产生

根据全国政协章程有关规定，政协委员产生的办法如下：

(一)提名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委员人选及特邀人士，由中共南海县委组织部提

名； ·

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宗教界及社会人士的人选，由中共南

海县委统战部与有关部门协商提名；

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侨联、台聪等人民团体方面的委员

人选，分别由所属的人民团体提名；

科技、医卫、教育，体育、法律等各界委员的人选，由各有关主管

部门提名．

在提名的基础上由中共南海县委统战部与各单位更复磋商，然后统

一平衡，中共南海县委审定，再提交县政协常委会协商决定产生下一届

委员会委员．



第一届政{办委员由政林筹备工作委员会决定．

(二)政协委员人数安排及历届政协委员结构

政协委员人数的安排，是根据统一战线形势的发展情况来确定，要

体现人民政协的性质和各个历史时期的要求。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

期，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联盟，第一个联盟是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

础。第二个联盟是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

阶级的联盟。所以政协委员的安排重点在第二个联盟，需具有广泛性和

代表性．随着中国共产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国进入一个爱国统一战线

的新的历史时期，政协委员的安排更具有广泛性，体现经济建设和统一

祖国大业的特点．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第四届委员会重点体现了爱国

大团结，大统一的精神，委员人数比上届增加了28人，增幅为26％，着

重安排了科技、教育，医卫，文艺、体育等界的知识分子，业务骨干共

72人，占委员总数的52叻。第五，第六两届安排的知识分子，也分别安

排T84和86人，分别占委员总数的54％和53．7％，归侨侨眷，港澳同胞

家属及台湾同胞，去台人员家属也占有较大的比例。从第五届开始，安

排了香港，澳门委员5人．历届委员会委员的结构情况如下表t

r



历届政协委员结构表(一)

届 别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

委员总人数 85 112 108

男 ， 75 98 92

’男女比例
●

女 lO 14 16

中共党员总数 19 22．4％ 23, 20．6％ 21 20％

非中共党员总数 66 77．6％ 89 79．4％ 87 8D％

中 共 8 9．40％ 9 8％ 8 7．4％
其一

．

民主党派 2 2．3％ 2 ：1．8％ 2 li9％

．f．各．
工 会 6 7．1％l 6 5．4％ 5 ．1．6％

．j界
妇 联 1 1．2％ l 0．9％ l ‘O．9％

．、人

数
共青团 1 1．2％ 1 O．9％ 1 0；9．％

农 民 5 5．9％ 6 5．4％ 6 ：5．6％
’! 比

工 商 14 16．5％ 18 16％ 18 16．7％
i例

科 技 3 3．5％ 3 2．7％ 3 2．7％

中 教 育 ll 13％ 20 18％ 20 19％

医 卫 7 8．2％ 11 9．8％ 12 11％

文 艺 4 4．7％ 4 3．5％ 2 1．9％

社会人士 7 8．2％ 5 4．5％ 6 }；．6％

归侨侨眷港 15 17．6％ 22 19．6％ 20 19％
澳同胞家属

宗 教 1 1．2％；4 3．5％ 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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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政协委员结构表(二)

届 别 第 四届 第五届 第六届

委员总人数 136 153 160

‘男 119 135 135

男女比例
女 17 18 、25

’

中共党员总数 38 27．9％ 48 35．58％ 56 35％

非中共党员总数 98 72．1，％ 110．G4．42N 104 65％
其

中 共 7 5．1％ 7 ：4．6％ 9 5．6％

民主党派 3 ’1．9％ 3 1．9％

工 会 3 2．2％ 4 2．6 o／ 4 2．5％

妇 联 3 2．2 o／ 3 2％ 3 1．9％

共青团 l 0．7％ 2 1．3％ 2 1．3％

农 民 4 2．9％ 4 2．6 o／ 4 2．5％。

各 工商联 9 6．6％ 11 7．19％ ll 6．9 o／

中 教 育 15 11％ 23 15％ 22 13．8％．界

科 技 ． 2l 15．4％ 23 15％ 23 14．40／：人
医 卫 16 11．7％ 21 13．7％ 20 12．5％．

数
文 艺 6 4．4％ 7 4．58％ 6 3．8％

比 体 育 4 2．9％ 6 3．9％ 6 3．8％

倒 归侨侨眷港
11 8．1％ 12 7．8 o／ 15 9．4％澳I讨胞家属

台胞台属 5 3．27 o／ 5 3．1％

宗 教 l 0．7％ l 0．7％ l 0．6％

社会科学 1 O．7％

社会福利团体 1 ：0．7 o／

个体劳动者协会 1 o．7％

法 律 2 1．3％

特 邀 3G 25．7％ 13 i 8．49％ 19 11．9％

港 澳 5 -3．270／

————

5 3．1％

S节 I；一¨⋯Ⅱ女，，·●9 JtL口ⅡⅡ‘L*m_m J．m m d^^I．^lL m日^L^’t“

搿各界人数比例"中的口中共"栏是指中共界别的安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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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历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结构

根据政协章程，政协地方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常务

委员和正、副主席在本届首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由委员选举产生．南海县

政协历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结构及历届委员会正、副主席名单如下表：

历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结构(一)

届 别

总 人 数

第一届

一l————19

其

中共党员总数

非中共党员总数

中 共

民主党派

农 民

工 商

教 育

—硬两砺蓓话
澳同胞家属

医 卫

42．18％

57．82％

2l％

5．26％

5．26％

5．26％

5．26％

5．26％

10．52％

10．52％

3{15．26％一——；⋯———1——
2 110．52N．．．一●．．．．．．．．．．．．．．．．．．．．．一●——

文化艺术 5．26％

第 二届 第三届

27 23

40．24％ 9 39．1％

59．76％ 14 60．9％

25．9％ 6 2母．1％

3．7％ 1 4．3％

3．7％ 1 4．3％

3．7％ 1 4．3％

3．7％ 1 4．3％

14。8％ 3 t3％

1 4．8％ 2 8％

7．43％ 3 13％

14．8％ 4 17．4％

7．42％ 1 4．3％

4

÷一
各界人数比伪；!i●●J!l●

巾



历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结构(二)

届 别 第 四 届 第五届 第六届

总 人 数 38 37 33

中共党员总数 18 47．4％ 14 37．80／ 12 36．4％

非中共党员总数 20 52．6％ 23 62．2％ 21 63．6％

中 共 7 18．42％ 7 19％ 6 18．2 o／

民主党派 2 5．4 o／ 2 6．1％

工 会 1 2．6％ 1 2．7％ l 3％

各
妇 联 l 2．6 o／ 1 2．7％ l 3 o／

界
共青团 l 2．6％ 1 2．7％ l 3％

人

农 民 l 2．6％ 1 2．7％ l 3％
数

工商联 3 8％ 3 8．1％ 3 9．1％
比

科 技 4 10．53％ 6 16．2％ 4 12．1％
例

归侨侨眷港
2 5．3％ 3 8．1％ 3 9．1％

澳同胞家属

教 育 5 13．2％ 5 13．5％ 3 9：l％
——

医 卫 4 10．53％ 3 8．1 o／ 3 9．1％
’—f

文化艺术 1 2．6 o／ l 2．7％ l 3％

体 育 1 2．6％ 1 2．7％ 1 3％

台胞台属 l 2．7％ l 3％

法 律 l 3％

特 邀 7 18．42％ l 2．7％ l 3％

说明。以上两褒“中共党员总数"栏是指各界委员中的中共党员的合计数，

“各界人数比例"中的以中共"栏是指中共界别的安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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