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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

组织。它在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

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

一和团结中，将进一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编写《峨眉县政协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是为了真实

记载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峨眉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峨眉县政协

的组建和发展，以及它在团结全县各界爱国人士，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作出的贡献。

本志本着立足现在，回顾过去，集成史料，实事求是的原则编

写的。它展示了峨眉政协的风貌和规律。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部门和本会领导、全体工作人员

以及曾在政协工作过的同志们大力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但因缺

乏经验，资料不全，今虽成书，疏漏难免，诚望批评指正。

朱春廷

』尢八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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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中国人苠政洛协商会议四川省蛾眉县委员会是1957年2月建立的。它的前身是鼻蛾
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莎和“峨眉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秒。

1949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蛾眉以后，相继建立了蛾眉县人民政府和中

国共产党峨眉县委员会，立即着手整顿社会秩序，建立民主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等各方

面的工作。当时全国初解放，尚未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了团结全县各界人民参加

国家政治生活，根据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县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组织通贝lj》，于1950年2月，由县人民政府主持召开了蛾眉县第一届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准则，协商我县

有关县政兴革事宜，并协助政府动员人民椎行各项政策和决议。我县各代会建立之初，

由于各方面条件尚不成熟，未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按《组织通则》的规定，未代行人

民代表大会职权之前，参加会议的代表每次推选，参加单位及代表名额之分配，由人民

政府决定。从1950年z月至1951年11月，以一次会议为一属连续计算，共召开了七届各

代会。党政群团、军队、农工商业、文教、卫生、民族、宗教等各方面均有代表参加。

这一阶段虽然设了常务委员会，但无办事机构和专职人员，各代会的活动形式，主要

是以召开会议，、对政府提出的各个时期中心工作，如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抗美援朝，拥

军优属，征粮征税，土地改革，发展工农业生产等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并形成决

议。会后各方面的代表负责在本地区、本单位或本系统广泛宣传，推动各界人民贯彻执

行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及各项决议。

1952年4月，召开了第三屠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将1950年召开的四次会议

作为第一届，1951年召开的三次会议作为第二届，以一年为一届计算的。第三届各代会

改选了常务委员会，推选了主任、副主任、秘书长，调派了专职干部，设立了办事机

构。各代会常委会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关，也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

人士的政治协商机关，是经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去团结各民主阶级的人

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常委会下设人民问事处和学习委员会，并在基层以区、乡或界刖

划分了代表小组。问事处主要是联系代表，听取和反映入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学委会

有峨眉山、工商界、医卫界三个分会，蛾眉山分会由蛾山佛教徒组成，工商分会是将

工商联学委会并入各代会学委会作为一个分会，医卫分会是以县卫生工作者协会的成员

组织的。各代会学委会的任务是缉织各界人士学习时事政治和党的方针政策，推动各界

民主人士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

随着各级政权建设日益巩固和完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经过普选，子1954年

O月召开了蛾眉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已不再具有各代



会常设机关的职能。但根据1954年5月1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54)政政邓字第34号联合通知。“为了使人民民主统一战钱的地方机构

及其工作，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体会议

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地方机构作出规定之前不致中断，各级协商机构一律暂时保留，其

名称和编制皆不变动，继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规定，我县常委会仍继续开展工作。

在这种特定条件下，工作内容主要是通过学习委员会推动各界人士的政治学习，并参加

一些协商活动。

1955年8月，常委会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我县协商机构的存废问题，按照

中央关于市、县政协机构设立问题的指示精神：“市是一般建立，个别不建立，县是一

般不建立，重点建立’’。讨论认为，我县是农业区，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各方面代表人

物大部份都选为了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与全县重大问题的携商讨论，同意撤销蛾眉

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各代会常委会的工作全部结束后，学委会的三个分

会，分别改名为峨眉山佛教徒学习委员会，县工商联学习委员会，县卫协会学习委员

会，由所在单位领导，继续组织政治学习，加强思想改造。入民问事处交由人民委员会

领导，作为政府的工作机构。

1955年8月至1956年4月，县里没有设立协商机构，由县委统战部通过开展各种

形式的活动，进行政治协商，继续贯彻对各界民主人士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

1956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宣传部《关于加强各界民主人士思想改

造的学习运动的意见》和省委关于“在不成立县政协的县可成立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一

的指示，成立了“峨眉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黟。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是不设政协的县

开展统战工作的组织形式，起政治协商机构的作用。学委会设有专职驻会委员，办公机

构设在县工商联内。学委会下设业余政治学校，由组织部调派了专职理论教员一人，辅员

员一人，负责领导中心组和各系统学习小组的学习。同时，抽调县工商联工作人员协助各

学习小组进行辅导。业余政治学校人员落实，分工明确，制度健全，加：以工商界这

时已全行业纳入公私合营，学员热情很高，学习十分活跃。为了很好地贯彻“加强馥

造，调动服务"的方针，业余政治学校还创办了《学习通讯》，学员踊跃投稿，结合自

己的业务和思想改造情况写学习心得，交流学习经验a

1956年4季度，经省委同意设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蛾眉县委员会，中共蛾。

眉县委决定由李子钦书记负责组建工作。1957年2月22H，中共蛾眉县委员会邀请各界代

表座谈，提出了成立政协蛾眉县委员会的初步方案进行讨论，并推选李子钦等15人正式

组成筹备委员会。经过多次协商决定，政协蛾眉县第一届委员会由16个单位和方面，69名

委员组成，并由县财政拨人民币5000元购买粮食局在城关镇第二居民委员会十四街新修

的办公房作为政协会址。筹备就绪后，于1757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了政协蛾眉县第

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贯彻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长期

共存，互相监督”韵方针，选举了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由一名副

主席和一名工作人员驻会处理日常工作。县政协成立后，原各界人士学委会即告结束，

2



学委会业余政治学校改为县政协业余政治学校，继续组织各界人士进行政治学习。在机

构设置上，从19 57年劐1965年，‘政格一至三届委员会都只设宥秘书处、业余政治学校翻

妇女工作组，没有其他委组机构。秘书处负责处理政协日常工依，妇女工作组没有专职

干部，基本上没有开展活动。这一时其艮经历了整风反右，犬跃进．。反右倾和社会主义

教育(即大四清)等重大政治运动。在县委的领导下，政协工作圭要是围绕党的中心，开

展政治协商，推动各界民主人士积极投入各项运动和进行思想改造。骞耐驶协联系的对

象，霞点是工商界，文教界，罩生界、宗教界和社会人士。为了继续贯彻对各界民主人

士团鼬教育改造的方针，在活动形式和内容上，一是参与国家玫治生活，；列席县人代

会、人民委员会等重要会议，协商我县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二是组织参观视

察．，对各方面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三是通过业余政治学校组织各界人±学习，进行

政治母想教育。四是动员和组织各界人士参加露大战钢铁矽，拉大办农业"，“送贷下

乡黟，甜送医送药下乡”等劳动实践。贯彻“以政治为统帅，以工作岗位为基地，以势

动实践为基础，加强自我改造节的方针。

从1965年12月召开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直劐1979年底召开五屠一次全体

会议，跨越了整个“文化大革命黟阶段，经历了十四年之久。“文革移开始后，政协机关

办公用房被群众组织占用，中心学习组的定期学习迁到县工商联内继续进行，到1968年

初被迫停止。至此政协工作完全瘫痪，两名驻会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驻会

副主席同工商联职工一起封城关镇协助搞私房改造等工作。经过十年搿文化大革命纾的

破坏，政协机关被砸，办公用具、图书资料荡然无存。1973年，县委决定调回政协驻会

副主席和一名干部，在原工商联会址，恢复了政协每周一天的政治学习，并组织封工

厂、农村参观学习，逐步开展活动。

1979年·中共四川省委川委发(79)4l号文件“关于恢复114个县市政协的决定一

下达后，开始筹备组建第五届委员会。由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地方各级入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省委决

定在永川、峨属两县进行“两法劳试点工作。省委统战部和乐山地委统战部派出工作组

来我县指导，协助进行恢复政协的筹备工作。经过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召开了第四

届第四次和第五次常务委员会议，协商决定了第五届委员会的组成单位、名额和人选，

及其它有关事宜。会址暂定在小菜市街原工商联内。

1979年11月中旬，在召开蛾眉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召开了政协蛾眉县

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22日举行了五届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学习、

工商、科教、文史对台、民族宗教等五个工作组。在10月2,1日召开的第二次常委扩大会

议上。又讨论通过了《关于组织分工和制度建设的决定》，加强自身建设，开展委组工

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县玫协每届任期三年，但由于蛾眉是“两

法纾试点县，比其他县政协恢复较早，为了便于全省统一安排部署工作，省政协要求推

迟换届改选时间。蓟1984年4月，我会召开了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与全省各市县

政协换餍时间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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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会第五届委员会，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全国已进入社会主义

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按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要求，人；民政协工作有了根本性的转

变。五届以来，我们主要是贯彻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矽，“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移的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搞好党内

外合作共事关系，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地位和作用

也进一步明确，活动范围更加广泛。但是，由于“文亿大革命"十年动乱，林彪、江青

两个反革命集团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践踏痴破坏，政协机关被诬蔑为“牛鬼蛇

神的黑窝子劳，很多统战对象受到打击和迫害，在人民群众中，对统一战线的认识造成了

极大的混乱。因此，五届委员会以来，我会除开展经常性的活动外，还以较大的精力着

重抓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县委的领导和支持下，采取各种不同形式宣传贯彻党的统

战政策，宣传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并通过自身工作，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

用，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改变群众的观感。二是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积极协助党

和政府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查抄财物，改正错划右派案件，落实党

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和把原工商业者申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政策，落实对原国民党起义

投诚人员的政策、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和对去台人员亲属的改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堤服务。

委组活动是政协工作的窗口，我县政协的委组机构，是1979年恢复政协以后才开

始设置的。第五届和第六届委员会期间，机构设置、活动形式和内容都在不断探索，不

断改进和完善。如学习组改为学习委员会，科教组分为科技组和文教组，科技组又分为

科技、医卫两个组，文史对台组分为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对台组(后改名祖国统一工作

组)I改全会期间的提案审查委员会为常设的提案工作委员会，新设妇女组、法制组和

政协书画院。蓟1987年2月第六届委员会届满时，已有三委八组一院的委组工作机构，

同时以区或系统为单位，建立了13个委员联系小组。

县委十分重视政协的建设，为了适摩人民政协工作发展的需要，1979年以来，不断增

调干部，加强政协工作，到1987年2，月换届前，驻会领导和工作人员已增至十七人，先

后设立了政协办公室，建立了中共蛾眉县政协党组，政协机关党支部。并拨款在东新街

新建了政协办公楼(现会址)，购制了办公用具，拨给了交通工具旅行车、小汽车各一

辆，业务经费也根据开展工作的实际需要逐年增加，为政协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蛾眉县设立峨眉山市。据此，政协蛾眉县委员会于88年

11月15日召开第七届委员会第七次常务委员会议，协商决定改政协蛾眉县委员会为峨眉

山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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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事记

1 9 5 0：年

1950年2月，由人民政府主持召开了峨眉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带鹫征收

1949年公粮任务。

4月9日，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了关于征粮、剿匪，生产的三个决

议。决定县区乡成立剿匪委员会，各保成立生产委员会，领导征粮、剿匪、生产工鲈。会
后，乐山地委派中国人民解放军89区J150人来蛾眉参加征粮、剿匪和发展农业生产I工作。

9月23日，第三届各代会决定，成立了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峨眉县支

会一。

lO月，决定成立蛾眉县劝募委员会，下设劝募，催收、宣传、保管四个组。在全县

开展寒衣劝募工作。

11月5日，建立峨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
l 9 5 1年

4月8日，各代会讨论决定成立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蛾眉县分会，开展“稍平签名一

及反对重新武装日本的投票活动。

6月25日，召开了峨眉县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响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发出的“六·一"三大号召，推进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推动抗美援朝。大会通过

了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致敬电。

1 9 5 2年

2月17日，协助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接办私立义先小学校(后改为新生小

学)，李宗林在会上讲了有关接办事宜。新组建董事会，由县工商联筹会副主任李朝海

任董事长，领导办学工作。2月20日，蛾眉县人民政府发出文小字第146号通知，义先

小学拟聘教职员名单。校长郑受荣，教导谭永富。2月22日，由新任校长郑受荣，卸任校

长魏家模办理了接交手续。

4月5日，各代会三届一次会议改选了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宗林作常委会专职

干部，会址设在县工商联筹会内。赵次会议并通过了建立蛾眉县发证委员会，田中原
任主任委员。

6月，各代会常委会设人民问事处，、配备干部二人，由驻会副秘书长李宗林负责。

1 9 5 3年

5月，成立了各代会常委会学习委员会，相续建立了蛾眉山学习分会、工商学习分

会、卫生学习分会，组织各界人士进行时事政治学习。

l 9 5 4年



2月12日至15日，常委会组织财经干部30人，分三个组对全县工商业者进行总路线

和粮食统购统销的宣传教育。
1 9 5 5年

8月，常委会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讨论蛾眉县协商机构存废问题，同意撤销蛾眉县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各代会工作结束后，人民间事处移交给县人民委员会，

作为政府的工作机构。

1 9．5 6年

4月11日，建立蛾眉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是不设政协的县的统一战线缉织。

7月27日，建立蛾眉县各界人士业余政治学校，由学委会领导，组织各界人士进行

政治学习。

11月13日，各界人士学委会召开了蛾眉县各界人民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的群众大

会，参加大会的有六千多人，举行了示威游行。

l 9 5 7年

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政协蛾眉县第一属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崖了

第一届常务委员会。

3月，决定将蛾眉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业余政治学校改为县政协业余政治学校。

1957年秋，县政协牵头成立了民办学校筹备委员会，通过工商界人士捐募开办费，

县人民政府批给了办学校址，在北外雁门街办了～所民办中学，在东外街原瞻蛾乡旧址

办了一所民办小学。

1 9 5 8年

6月30日，召开政协常委扩大会，协商了对各界人士中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

1 9 5 9年

1959年，县政协成立了“自我改造促进领导小组矽，配合县工商联对工商界人士自

我改造规划进行了检查评比。

1959年10月和1960年秋，政协举办了两次自我改造展览，展出各界人士在技术革新，

技术革命运动中的成果。

1959年5月起，县政协和工商联联合创办《学习与实践》半月刊，推动各界人士进

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共办了20多期。

1 9 6 0缳 n

6月13日，召开政协二届四次常委会，作出“关于在各界人士中继续深入开展技术

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劳，号召各界人士发挥自己的技术才能，献计献策。

1 9 6 1年

1月，政协召开各界人士声讨大会，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持杀害刚果合法政府总理卢

蒙巴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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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2年

5月15日，召开第二屠第十次常务委员会，学习讨论周总来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r和全国政协三届c三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和决议，着重认识国内外政治形势和我国经济恢复

发展的情况。

6月11丑，政协二届十一次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集市贸易情况的

意见和建议》，对我县市场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10月，政协常委会召开专题座谈会，反对美帝对古巴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胁威，坚

决支持古巴政府总理卡斯特罗的五项声明。

1 9 6 3年

1962年lO月到1963年6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人民公安部队、民兵和广

大群众连歼15股窜犯沿海大陆的美蒋特务，政协多次组织各界人士座谈，声讨美蒋罪

行。

1 9 6 4年

8月至9月，政协派于部参加地委统战部工作组，配合夹江县委统战部，在各界人

士中开展兰个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lO月，政协常委会组织各界入士进行庆祝活动，欢呼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

弹。

．1964年秋，常务委员会在政协成员、工商界人士及其家属中，多次组织座谈讨论，宣

抟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和政策，要求各界人士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动员

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参加农村建设。

．1 9 6 5年

1964年底劐1965年舂，政协派干部参加省委统战部工作组，协助眉山县在各界人士

中进行兰个主义教育。

12月，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大四清)以后，政协进行了换届选举，产生了第

四届常务委员会，决定业余政治学校继续组织领导各界人士的对事政治学习。

1 9 T 9年

8月20日至25日，召开政协四眉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五届人大、五属

政协二次会议精神。县委副书记何兴镒到会讲话，统战部部长李阴旺传达了中共中央批

转中央统战部《关于摘掉统战、宗教、民族部门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橱子的请示

报告》。

9月24日至25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和全国政协成立30周年，政协

举行了座谈会，并参观了峨山电站、万年寺、清音阁，县委副书记何兴镒到会讲建国30

年祖国建设的发展和政协发挥的积极作甩o

79年秋，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委托，调查了中国同盟会蛾眉籍会员万

希成、黄子敬、罗怀绶、张嘉瑞等人情况，并作函复。

11)1 16日至21日，召开县政协五届一次全会，选举了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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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正式恢复政协工作。

12月1413至15日，召开五属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申央统战部长马兰夫在全

国政协√＼个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席会上的讲话和中发(79)83号文件关于高级干部生活

待遇问题l讨论通过县政协“关于组织分工和制度建设的决定”，决定出刊《政协会

刊》。

l 9 8 0年

1月25日至26日，政协工商组召开了部份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传达省民建、工商联

两会代表会议精神。学习讨论了工商界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和任务。

2月5日，政协、县委统战部联合举行各界人士春节茶话会，畅谈各条战线取得的

成就。对加速我县四化建设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县委书记唐月池在会上讲了话。

3月T日至8日。政协、县委统战部联合召开学习座谈会，学习邓小平副主席《关

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继续深入学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

5月，政协派袁正富、邹邦林二人，参加县委组织的清理英、法、美、意，加等国

在华资产工作，历时一个多月。

T月，五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为改变机关作风，决定走出去加强同政协委员和各

界人士的联系。9月份，政协副主席瞄工作人员分两个组，先后劐各区、镇和城区附近

的学校、厂矿以及蛾眉山寺庙，看望政协委员和党外人民代表。

8月13日至18日，省政协徐崇林等六位副主席和顾问、处长、副秘书长一行16人，

来峨视察工作和了解文物保护情况。我会正副主席、正副秘书长集体汇报了政协工作。

18日同县妇联联合召开座谈会，在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王腾波主持下，讨论了

《婚姻法》草案，征求修改意见。

10月了日，县人大常委会和县玫协联合组织出访学习，历时17天，走访了自贡、

永川，重庆市、沙坪坝区、内江、成都、温江等7县(市)政协。

11月20日，召开五届四次常委会议，调整充实了政协组织机构，增补张荫黎委员为

驻会副秘书长。

11月21日至25日，召开五届五次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发(1980)66号、75号文件

和邓小平副主席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并讨论通过了向全县政协委

员和各界人士的《倡议书》，要求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计划生育的号

召。

12月19日，接待全国政协工作组，召集部份政协常委在红珠山招待所讨论了关于

修改《政协会章》的问题。

l 9 8 1年

4月7 13至11日，县人大，政协受省人大，政协的委托，组织了县境内省人民代

表，省政协委员就地视察参观。视察了符汶公社大佛二队，玉龙公社，高桥磷肥厂、西

南交通大学，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城关三小校、蛾山管理局和林管所等8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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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至18日，政协文教组和县文教局对符汶公社大队办学情况进行了联合调

查。对公社一所中心校、十所大队小学的校舍、设备情况，48名民办教师的工作，生

产、生活情况，各校学生流动情况，作了调查研究。

6月25日，政协请县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在政协学习会上，作大专院校招生预选工作

情况报告。

7月17日至19日，政协和县委统战部联合召开了学习座谈会，到会有政协常委，各

业务组成员、各学会副秘书长以上共63人，专题学习十一届六中全会文件，《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7月22日，政协同县人大联合组织，对县烟糖公司、峨眉铁厂、蛾山公社落实各种

形式的生产(经济)责任制情况进行了视察。

9月25日至26日，政协派员参加县计划生育检查团，检查了水泥厂、岷江电厂、67厂、

矿机厂、高桥磷肥厂等单位计戈n生育情况。

lO月14日，政协文史对台组同县委对台办联合召开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亲

属座谈会，学习叶剑英委员长“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建议"人民日报

社论‘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共同奋斗》和胡耀邦主席《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

11月14日，省政协调研处领导来我县指导工作。

12月1日和25日，县政协、县医学分会联合举办中医学术交流会。

12月19日，经县委批准建立“政协党组弦，何兴镒任书记，李明旺任副书记。

12月19日，经县委批准建立“蛾眉县政协办公室黟，张荫黎任办公室副主任。

1 9 8 2年

3月28日，五届三次会议增选李志祥、普超为副主席，张永昌为常务委员。李志

祥、张永昌驻会工作。

5月20日，全国政协常委覃异之等四人来峨检查落实政策工作。由张荫黎专题汇报

了我县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情况。

T月27日至29日，召开五届十二次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

改草案)》。

8月，“政协章程修改草案"下达后，由驻会副主席李志祥带领干部弼九里区、铁

，科所、蛾山寺庙等十多个地区和单位组织座谈，征求修改意见。

11月22日至27日，由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长李明旺带队，组织了部份副主

席、常委，委员，并邀请县人呔副主任、副县长参加，一行14入，前往灌县，新都，成

都市和眉山县参观学习。

I 9 8 3年

8月17日凌晨，我县发生了一场几十年未有的特大洪灾，政协领导亲临第一线，组

织抢险救灾，当天下午，副主席李志祥率领工作人员到灾区看望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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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8疆至?日，召开了各界人士为固化服务经验交流会，各条战线的代裘22人出

席了会议，交流了经验。

lO月1日，全国政协彭友金秘书长一行6人，来蛾眉检查工作，副主席李志祥接

待、汇报，并陪同参观了万年奇、清音阁等寺庙。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谭天度和全国政协

检查组聂珍同志在万年寺题字留念。

lD月，县人大、县政协联合组织出访学习，到自贡、富顺、永川等市、县政协学习

有关换届人事安排的经验。

1 9 8 4年

5月9日，召开六届一次常委会，由主席孙太福主持，I、决定了副秘书长名单。

2、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分工，由李明旺副主席驻会主持日常工作。3政协机构设置，

调整为两委七组。

6月下旬蓟7月下旬，攻协医卫组配合县卫生局、医药公分司对全县46个中药材经

营和医疗单位进行突击检查，查出伪劣药品五百余公斤，报经批准销毁。

7月10日，邀请了地质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工程师骆意棠，铁道科学研究所工程师

陈成宗，副主席李志祥，副秘书长朱伯璋组成考察组，到龙池地区考察洪灾情况，提__l丑

了综合治理的意见。

1984年下期，县政协与县总工会联合办业余高中文化补习班，招收两个班共100余人。

8月16日，六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建立提案工作委员会为政协常设机构。

lO月，全国政协港澳委员参观团参观了蛾眉山，县政协派干部参加了接待服务工

作。

10月10日至15日，政协副主席陈颂宏、副秘书长朱伯璋、邹柏雄，访问了德阳、什

邡、温江等市、县政协，交流了工作经验。

11月22日，政协邀请了在县境内的西南交大、铁科所等六个单位的专家、工程师，

参观了峨眉县城市规划图片，听取介绍。座谈中对规划提了许多建议。
1 9 8 5年

‘1985年春节，县委、人大、政府、政协联合组织了蛾眉县慰问教师总团，下设五

个分团，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分赴区乡慰问教师。政协副秘书长张永昌、张荫黎参

龙池、符溪进行慰问活动。

3月8 it至22日，政协，统战部联合召开了第二次各界人士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

会，邀请出席的各条战线先进代表共51人。

7月16日至8月4日，参加蛾眉县贯彻《约品管理法》领导小组会议，对14个区，

乡场镇143个医药点进行宣传和整顿。

8月26日，县委、人大、政府、政协联合举行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茶话会，原

政协副主席、老红军李绍滑介绍了他参加平型关战役酉团大战的情况。

8月，本会创办《蛾眉文史》，出刊了第一集。

9月T日，经中共蛾眉县委直属机关委员会批准，政协单独建立党支部，选举张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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