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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连江县委员会



连江县地旋编纂委员会文件
连志委(1995)．01 o号

关于同意《连江政协志》出版的批复

政协连江县委员会：

报来《连江政协志》初稿，经几次详议和补充修改，指

导思想比较明确，资料翔实丰富，体例较为完备，文字通俗

流畅，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连江政协的历史乖现状，．体现

了专业特色和时代特色。尤其对政协1 9 8 4年以来新时期

的“参政议玫，民主监督”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记述，增强

了志书的时代感牙缸实用价值，必将在我县经济建设中发挥特

殊的作用。经我们研究，并经县委宣传部审核，同意发排付

印。 ．

．

希望在出版前进一步做好政治把关，史实核对，文字润

色及校对等工作，为全方位提高志书质量而努力。

特此批复

连江县

一九九

rlfllIlilll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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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

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

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

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发扬社会主义

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担负着重要任务。

1956年8月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政协连江县经历了三届委员会。在

这期间，履行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主要职能，积极参与地方大政方针

的制定和实施，组织委员视察，充分发挥政协人才库优势，有力推动各项工作

的开展。同时，密切配合县委统战部贯彻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开展爱国主

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不断提高各界人士的政治思想觉悟，为克服三年暂时困难、

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十年，政协连江县委员会

停止了活动。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神洲处处重现生机。1980年11月，政协连江县委

员会恢复了活动，1984年机构调整，列为县四套领导班子之一。在新的历史时

期，县政协在中共连江县委直接领导和省、市政协指导下，高举爱国主义和社

会主义旗帜，坚决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

针，积极行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促

进了社会的安定稳定，为连江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团结“三胞"，实现祖国

和平统一，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同时，积极认真地搜集、整理、出版连江

文史资料，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人类社会是经过漫长的跋涉才到了今天，而今天又是将来继续跋涉的新起

点。三十六年，弹指一挥间，虽说逝者如斯，但江河不废，亘古流长，鉴古资

今，继往开来，修志的宗旨正在于此。事业方兴未艾，尤须戮力向前，相信连

江县政协能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更加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将来的续志

谱写新篇。

1994写F

j鼍_，31三一日，．f!；



凡 例

一、本志上限起自1956年，下限截止1 990年。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依据，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和社会主义旗帜，实事求是地记述县政协

历史。

三、本志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县政协历届委员会会议文

件、工作总结、简报、信息、呈阅件、原始记录以及当事者提

供的回忆．录等等。

四、本志采取记、志、录、表等形式，以志为主，设章、

节、目三个层次，横排纵叙。

五、本志所载县政协召开的各种会议，一般简称某届某次

全委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

“六、本志对领导人和委员的称呼，除引文和文件选辑外，

一般只称职务，后不赘加“同志"。

七、本志凡表达的数字，用阿拉伯数字；旧纪年用汉字。
U

新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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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委员会会议、常务委员会议、委员列席县人民代表大会，部分委员应邀参

加县委召开的“约谈会”、“季谈会”，主席列席县委常委会、副主席列席县府常

务会议，以及委员提案、工作组(委)调查、视察活动等，都是履行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主要职能的形式。

自一届委员会成立以来，政协工作组(委)活动日益活跃。在成员组成上，

除政协委员按各自专业参加工作组(委)外，并邀请部分社会人士参加，一至

三届委员会设文教卫生、工商、华侨、宗教、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组和学习组，四

届委员会增设文史、综合2个工作组，五届委员会扩大到12个工作组(委)，六

届委员会有14个工作组(委)和风城、瑁头、黄岐等3个政协委员联络组。五

届委员会工作组(委)订出活动计划和例会制度，六届委员会工作组(委)还

与县府各相应职能部门建立了对口联系工作，围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问题，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调查、视察和咨询服务等活

动，发挥综合人才库的整体功能作用，为振兴连江经济献计献策。

学习是政协经常开展的主要内容，历届县政协主席十分重视委员和社会各

界人士的学习工作。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

习时事政治，互相交流业务和科学技术知识。同时，订阅、印发有关资料、刊

物、文件，发给委员、联络组、学习组成员学习。在学习中，做到“三自”(自

己提出问题、自己认识问题、自己解决问题)方法和“三不”(不抓辫子、不打

棍子、不戴帽予)方针，参加人数愈来愈多，学习制度坚持得好。凤城学习组

30年如一日，坚持每星期二、五下午学习制度，曾多次被评为先进集体，1989

年出席福州市政协工作组(委)经验交流会，并在大会作典型发言。

文史资料工作，县政协一届委员会就部署征集整理《连江文史资料》，到三

届已撰写油印本三辑。1980年四届政协恢复后，再版铅印一、二合辑。．四至六

届出版五辑(包括连江解放四十周年专辑)，内容有辛亥革命广州起义、“二

三’’革命、抗日战争以及建国后连江的工农渔业生产、文教卫生、乡土民情、人

物春秋等，这对年轻一代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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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 95 6年

7月5日，中共连江县委邀请各界知名人士6人组成政协连江县筹备会，抽

调工作人员着手筹备工作。

8月11日至15日，举行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委会议。

8月15日，主席、副主席、常委工作分工，工作机构设置文教卫生、工商、

华侨、·宗教、和平解放台湾等5个工作组。

8月25日，县任命秘书处秘书1名。

9月1日，启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江县委员会’’木质圆章。

9月20日，组织委员视察上山乡下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养猪场。

10月2日，举行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佛堂、教堂使用问题，决定

工作机构增设学习组。
’

10月27日，工商工作组视察县供销合作总社的供销经理部、县酱鲼厂、水

产公司、食杂公司的农渔业生产生活资料备供工作。

省政协副主席陈绍宽、刘通来连视察政协工作。

o 一6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6月2日，举行一届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商定通过撤销3名常委职务、开除

4名委员资格，作出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决定。

12月11日，举行报告会，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成波平作关于学习中共八届

六中全会文件的报告，在城关的委员和各界人士40多人出席报告会。

1958年

5月16日至19日，举行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委会议。

8月16日，举行二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总路线、大

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发动各界人士参加大炼钢铁、大办工业活动。

11月25日，举行二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传达省政协在霞浦县召开的全国

政协山东省现场会精神。

1 959年

1月5日，在城关的委员、各界人士30多人参观潘渡拦溪坝灌溉工程。

1月24日，成立社会人士俱乐部，社会人士吴兆瀚、林今生献出明嘉靖年

间的磁饔玉皮水盂、四川浮海石及辛亥革命老人吴适的梅菊画等。

5月16日，举行二届常委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学习周恩来总理《政府

工作报告》。

8月3日，各界人士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大战八、九月迎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十周年"。

9月13日，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组深入浦口、城关等地帮助台属写出9份有

质量的广播稿。

10月1日，举行吟诗会，吟咏诗钟127首。

1960年

1月5日，举行二届常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学习《人民日报》社论

“高举总路线红旗迎接一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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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旬，举行声讨会，揭露印尼反华排华的罪行。 ·

5月3日，文教卫生工作组配合县防保站视察敖江、浦口、瑁头、潘渡等公

社开展以春耕生产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7月5日，各界人士50多人参加。五夏"劳动。

1961年
、

3月27日至30日，举行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全委会议。

8月4日，各界人士座谈响应县委。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

1 962年 ．

，

2月，宗教工作组访同比丘尼悟音，目前全县50多个佛教徒除个别。五

保"外，都能做到自食其力。

5月5日，连江文史资料第一辑出版。

12月25日，举行二届常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1963年

1月25日，文史资料第二辑出版。

4月11日，举行报告会，听取副县长高建新作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

5月23日，组织各界人士纪念。五、二四"台湾人民爱国反美斗争六周年。

1964年

6月14日至19日；举行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委会议。’

8月10日，举行三届常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同仇敌忾，声讨美帝国

主义侵略越南的罪行。

9月20日，举行台属代表座谈会，以谈家常、报平安、叙别情、表思念，激

发寓台亲友思亲思乡情。



10月1日，举行庆祝国庆十五周年大会，参加各界人士60多人，并开展吟

诗、灯迷、象棋比赛等活动。

1 966年 二：

上半年我县开展“四清’’运动，政协委员和在城关各界人士都参加本地区

本单位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若干问题的决

定》。

7月30日，各界人士座谈欢迎李宗仁先生回归祖国。

8月17日，举行第三届委员会第二次全委会议。

1 9 67年

1月，县政协机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瘫痪，工作人员调走，停止活动达

14年。

1975年

10月，县委统战部恢复，着手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1980年

11月2日至8日，举行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委会议，全体委员首次列席

县八届人大

11月8

决定工作机

工作组和学

11月2

章。

11月3

工程建设。

一1 0—



12月3日，县委任命为政协秘书处秘书1名。

12月7日，各界人士座谈拥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

。12月26日，举行对台工作报告会，县委海防部副部长吴启昌作关于对台方

针政策和当前对台工作的报告。

1981年

1月1日，主席柳朝豪致“马祖岛同胞新年慰问”的广播。

1月9日，文史资料第三辑出版。

3月12日，文史资料工作组到福州市政协学习编纂连江《地方志》。

3月29日，举行报告会，邀请辛亥革命生还义士吴适的儿子吴华作关于我

县爱国志士参加广州起义的报告。

7月24日，举行四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学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和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

8月11日，启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江县委员会’’铜质圆章。

9月28日，县政协创办全日制补习学校。

10月11日，应省政协邀请，辛亥革命烈、义士遗属王恩茂、吴华、郑自元

等12人出席省召开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会。

·12月2日，各界人士座谈拥护叶剑英委员长《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

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发表。

园。

1982年

1月31日至2月4日，举行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全委会议。

3月26日，副主席陈宜根带领辛亥革命烈士遗属赴广州黄花岗凭吊烈士陵

6月27日，学习座谈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信。

7月23日，创办凤光药店。
’

8月30日，举行四届常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学习讨论《政协章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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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草案》。

10月4日，党外政协常委应邀列席中共连江县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12月18日，举行四届常委会第十次(扩大)会议，学习新《宪法》和《政

协章程》。

1983年

1月1日，举行元旦茶话会，在城关的委员、各界人士60多人出席。

2月10日，与县委海防部、文化馆联合举办。乡音照片"展览。

2月20日至24日，举行第四届委员会第三次全委会议。

3月17日，副主席陈宜根同文史资料工作组部分成员视察丹阳镇军民共建

文明镇。

5月11日，省政协副主席倪松茂来连视察政协工作。

6月13日，《省政协简讯》第四期刊登连江政协《办学办店为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的经验。

6月18日，组织各界人士20多人赴厦门瞻仰郑成功纪念馆。

8月5日，福州市政协经济咨询考察组来连考察食品厂、碘厂、印刷厂。

8月29日，举行四届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列席县人大常委会二十一次

会议，听取副县长林义杰《关于综合治理凤城镇市容卫生工作报告》以及其它

重大事项，进行民主协商。

9月30日，7位党外的常委、委员应邀出席县委首次。约谈会"。

12月8日，举行四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学习邓小平、陈云同志在中共

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1984年

1月9日，中共连江县政协党组建立。

1月22日，主席柳朝豪同各界人士学习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新年茶话会

上的讲话。

一12—



2月22日(正月初一)上午，在城关委员应邀出席县五套班子举行的春节

团拜会。

2月24日至28日，举行第四届委员会第五次全委会议。

3月25日，副主席曾祥枢带领辛亥革命烈士遗属3人赴广州黄花岗凭吊烈

士陵园，并献了花圈。 ．

4月28日，中共连江县委决定设立政协办公室，任命副主任2名。

6月2日，邀请省政协常委、民盟副主委赵家欣到黄岐半岛举行端阳吟诗

会。

6月25日至29日，举行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委会议。

7月17日，应香港商界人士的邀请，副主席曾祥枢赴港访问连江籍港胞，并

洽谈了引进事宜。

7月21日，举行学术报告会，邀请福建师大副教授傅祖德作振兴连江经济

的学术报告。

7月22日，科技工作组考察东水大队新村的建设。

8月31日，举行《中法马江海战100周年纪念会》，出席纪念会的各界人士、

各中学历史教师50多人。

．9月7日，与县人大常委会联合举行。宝岛之声’’演唱会，县五套班子领导、

人大常委、政协委员160多人观看演出。

9月8日，与县妇联会、省政协妇女工作组、省妇联会在青芝举行中秋思亲

联欢会。

9月12日，副主席兰春惠带领群工工作组到小沧民族乡考察，帮助解决

“通路、通车、通电"等问题。 ．’

：

9月28日，邀请归侨、侨眷和台属代表座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

明》。

10月17日，宗教工作组考察定海九龙寺“农禅并重"的经验。

11月8日，蚌埠市政协代表团一行10人来连互相交流工作经验，并游览青

芝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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