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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元有

继完成《云南政协通志政协玉溪地区工作委员会》送交稿之

后，地区政协工委紧接着组织编纂《政协玉溪地区志》，经过一

年多的艰苦努力，已成稿付印，既缩短了时间，4又节约了人力财

力。欣逢其时，能为之作序，深感荣幸。

《政协玉溪地区志》是玉溪地区政协历史的回顾，它以大量

的史料，翔实记述了玉溪地区政协的成立、发展过程和现状。政

协玉溪地区工作委员会，从1989年成立以来，在政协云南省委

员会和中共玉溪地委的领导下，从党委重视，政府需要、群众关

心等方面着眼，抓住诸如农业、工业、乡镇企业，教育、卫生、

环保、物价、社会治安、廉政建设等问题，深入调查研究，通过

各种形式提出建议或批评，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

责，协助党委和政府处理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

的新情况、新问题，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持“长期共

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发扬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合作共事、广交朋友、自我教育的传统和作风；发挥

联系面广、人才荟萃、知识密集、视野超脱、渠道广通的优势；

地区政协工委和各市县政协正是充分发扬和继承了政协工作的优

良传统和特有的优势，创造性地拓开了政协工作的新局面，为玉

溪地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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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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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协玉溪地区志

指引下，用新的观点、新的体例，及时编纂《政协玉溪地区 _

志》，这是一项开拓创新，泽及后世之举。《政协玉溪地区志》的

问照，对于借鉴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开创新时期人民政协

工作的新局面，实现祖国统一，振兴玉溪，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玉溪政通人和，经济发达，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愿全体政

协委员、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奋发进取，锐意改革，不断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为中华腾飞，

玉溪振兴而鞠躬尽瘁1

199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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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玉溪地区工作委员会

志》简称《政协玉溪地区志))。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章程》为依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载玉溪地区政协组织和工作的历史及其

现状。
‘

二、本志记述范围坚持以地方行政区为主体，时间上限自
l 95 1年玉溪专区协商委员会起，下限至l 994年底止，为保持事

物的完整性，个别资料稍作下延。

三、本志所用资料，录自档案材料和会议文件、工作总结、

调查、视察、考察报告和各市县政协所提供的资料，经过核实的

口碑资料，力求翔实、准确无误。1

四、本志为章节体式。其层次结构为章、节、目。全书采用

． 述、记、志，录、表、简介、照片等形式，以志为主。

五、本志采用第三人称。凡是第一次出现的地名、单位名

称，使用全称，以后使用简称。有关文字、文体、标点、行文按

《云南政协通志》行文规范执行。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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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玉溪地区位于滇中腹地，辖玉溪市、．江川县、澄江县、通海

县、华宁县、易门县、峨山彝族自治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全区面积15285平方公里，1994

年底总人口188．56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31．4％。玉溪地

区是云南省农业主产区，也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境内哀

牢雄峻，抚仙、星云、杞麓三湖秀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

候温和，交通便利，古称滇中粮仓，今有云烟之乡、花灯之乡、

聂耳故乡之美誉。
195 1年11月9日玉溪专区召开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于11月16日选出53名协商委员，组成玉溪专区各族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在此之前，各县召开的各族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上，也选举产生了县的协商委员会，一直活动到1954

年。在此期间，专，县两级协商委员会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团

结各方面统战人士，协助人民政府开展清匪反霸、抗美援朝、减

租退押、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项运动中，做了大量工作，充分

发挥了在党委领导下统一战线组织的职能作用。1955年至1986

年的32年间，地区一级未设政协组织，区内玉溪县于1956年，

通海县于1957年建立了第一届政协委员会，区内也有知名人士

担任省政协委员，他们广泛联系各界人士，传达贯彻省政协会议

精神，反映各界人士的意见和要求，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做好统战

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政协工作曾一度中断。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逐步深入，

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进一步加强，全区一市八县均于

1984年建立和恢复了政协组织。1986年10月地区建立了玉溪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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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政协工作联络组，同年12月改称玉溪地区政协工作联络处，

·，{29年建立了政协玉溪地区工作委员会。自那时以来，全区政

睫[作有了很大发展。

政协玉溪地区工委成立以来，认真抓好思想，组织、作风和

制度建设，使政协机构FI趋完善，政协队伍不断壮大。工委机关

开始只设办公室，到1994年底发展为“四处一室”。即经科处、

联络处、教文卫体处、提案文史处、办公室。此外，还设立了经

济建设科学技术、教文卫体、联络、提案四个专门委员会。全区

各市县政协机关，除澄江县设“三委一室"外，均设“四委一室”。

即经科委、教文卫体委、提案委、联络委、办公室。有的县提

案、联络合并为“提案联络委”，另外增设文史委。

政协玉溪地区工委成立后，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

参政议政的主要职能。通过工委例会、主任会议、市县政协主席

会议、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提案、建议案等形式，对本地区贯彻

执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法令及四化建设和群众生活中的重

大问题进行协商监督和参政议政；宣传和贯彻执行国家的宪法、

法律和各项方针政策，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密切联系各方面人士，反映各个界别及所联

系的群众意见和要求；联系和配合有关单位，在政治、法律、经

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方面开展调

查研究活动，充分发挥委员的专长和作用，推动和协助}上会力鼍

兴办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组织委员视察、调查和考察。

1，解情况，就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群众生活的重要l’口J题进行研

究，及时向地委、行署通报情况和提出建议；组织委员学习马州

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乎同志建没有中因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学习时事政治，学习，交流业务和科学技术知识，增强为

人民服务的才能：宣传和参与贯彻执行国家的知识分予政策，民

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在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参与落9：

／／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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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3

政协委员政策，充分发挥政协委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

用；指导和帮助市县政协做好近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

文史资料工作，全区一市八县都征集出版了文史资料；加强政协

组织间的联系，沟通情况，交流经验，研究市县政协组织带共同

性问题，做好对全区市县政协的指导工作。

至1994年底止，全区共有省政协委员12人，地区政协工委

委员22人，市县政协委员1296人。这些委员在社会主义各项建

设事业中任劳任怨，积极肯干，在不同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地贡献

自己的聪明才智。有的委员因成绩卓著，曾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

的表彰和奖励。全区市县政协委员受到地区级以上表彰的有356

人。

玉溪地区政协工作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是由于省政协和中

共玉溪地委认真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地区人大工委、玉溪行

署和各部门给予大力支持，从而使政协组织能够充分发挥政治优

势，人才优势和联系面广的优势。在化解矛盾、协调关系，发扬

民主、反映民意、加强民族、宗教、“三胞"工作、反腐倡廉等方

面做出了不少贡献。人民政协是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

组织，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渠道。实践愈来愈显示了人民

政协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N‘II|||▲r-r--llI■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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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记

1 95 1年

3月25日至28日，玉溪专区临时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召开，

339名代表参加会议。
1 1月9日，玉溪专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于11月16日选出协商委员53人，组成玉溪专区各族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选出主席1人，副主席2人。

1 952年

lo月1日至3日，玉溪专区协商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全体

会议召开，到会协商委员46人，政府委员30人，机关干部列席
1 1人。会议制订了《云南省玉溪专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

商委员会暂行条例(草案)》。

1 953年

12月18日，玉溪专区协商委员会向省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

提出意见两件：(1)专区协商委员会的制度问题；(2)食油缺乏

问题。

自1954年至地区政协组织建立的这段时间，地区有关政协

工作，由党委统战部门负责。

1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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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5

1 986年

lo月8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玉溪地区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共玉溪地委或地委)决定，设立玉溪地区政协工作联络组。

12月23日，中共玉溪地委决定，玉溪地区政协工作联络组

改为玉溪地区政协工作联络处。

12月29日，地区政协工作联络处建议地委举行各界人士新

年茶话会，47人参加会议。玉溪市委书记霸为国主持会议，地

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段阳春向与会人士介绍了玉溪地区经济发展

情况及新一年的工作安排，征求与会人士意见。

1987年

U ‘



6 政协玉溪地区志

12月13日至18日，地区政协工作联络处召开市、县政协

文史资料工作会。各市、县政协分管文史资料工作的副主席和文

史委负责同志共18人到会。

1 988年

1月10日至14日，在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以下简

称元江县)召开市、县政协主席会。地委副书记文元有传达了地

委1988年对政协工作的意见。

4月3日至9日，地区政协工作联络处组织玉溪地区的省政

协委员7人，赴澄江，江川考察两县的磷矿资源和水资源的开发

利用。

4月19日至23日，云南省Io州、市、县(区)政协工作

第3次横向联系会议在玉溪市举行。

6月6日至9日，地区政协工作联络处召开市、县政协提案

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玉溪市、江川县、华宁县分管提案工

作的政协副主席及各县政协提案委员会的负责同志。

7月10日至13日，地区政协工作联络处在澄江县召开市、

县政协主席会议。

9月13日至15日，地区政协工作联络处召开全区政协工作

组(委)座谈会，各市、县政协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主席和工作组

委员会负责人参加会议。

11月17日，地区政协工作联络处邀请峨山彝族自治县(以

下简称峨山县)、通海县、华宁县、江川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

县(以下简称新平县)等5县政协主席，在峨山县政协座谈讨论

关于贯彻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和省委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精神

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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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至9日，中共玉溪地委召开全区政协工作会议，各

市，县委分管政协工作的副书记、政协主席，政协办公室主任参

加会议。

1月16日，中共玉溪地委发出《中共玉溪地委关于进一步

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

2月14日至15日，地区政协工作联络处组织玉溪地区的省

政协委员，讨论和志强省长在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二稿。对1988年工作回顾和

1989年的主要任务，各提出了lO条意见和建议。

6月13日至14日，地区政协工作联络处召开市、县文史资

料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工作情况和经验。
‘

9月26日，省政协六届七次常委会审议决定，·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云南省玉溪地区工作委员会正式组建，任命文元有为

主任、李兴诚为副主任。

lo月5日，政协玉溪地区工委启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云南省玉溪地区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玉

溪地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印章。

lO月6日，政协玉溪地区工委发出《关于深入学习江泽民

同志在国庆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认真抓好当前工作的几点意

见》。

lO月24日，政协玉溪地区工委发出《政协玉溪地区工作委

员会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

11月24日至30日，政协玉溪地区工委组织驻玉溪地区的

省政协委员及有关单位负责人共15人，视察易门县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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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
‘

9月6日至11日，政协玉溪地区工委组织玉溪地区的省政

协委员、部分地区政协工委委员及新平县政协委员，视察新平县

平掌乡的山区经济和教育情况。 ．

11月6日至7日，政协玉溪地区工委召开1990年第三次全

体(扩犬)会议。玉溪地区的省政协委员，地区部分市、县政协

主席、地直机关部分单位领导及地、市机关部分高中级知识分

子、民主党派成员应邀出席会议。讨论玉溪地区“八·五"计划的

基本思路及玉溪地区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指

标(草案)。

l 1月9日，中共政协玉溪地区工委党组向中共玉溪地委书

面报告《关于在地区一级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的意

见》。
’

12月18日至20日，政协玉溪地区工委召开市、县政协提

案工作研讨会，学习11月中旬在西双版纳召开的西部10省区政

协提案工作第二次联席会议精神。

12月23日，政协玉溪地区工委下发了《关于处理政协委员

提案的基本原则(试行意见)》。 一

，

12月31日至1991年1月4日，副主任李兴诚赴保山参加

云南省七地区政协工委第一次联系会议。

1 99 1年

3月1日至3 Et，政协玉溪地区工委召开全区市、县政协主

席会议，工委委员及处室领导参加了会议，地委办公室、人大办

公室、行署办公室及玉溪报社的负责同志应邀参加会议，会议学

习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和省委工作会议有关文件，讨论1991

年政协工作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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