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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主席 陈克勤

值此地级泰州市组建lO周年大庆之际，《泰

州政协志》问世了，这是我市政协发展史上一件

可喜可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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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

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泰州市政协自1996年9

月成立以来，在中共泰州市委的领导和上级政协

的指导下，按照“打基础、抓重点、创特色、上水

平"的工作要求，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能，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对我

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

《泰州政协志》本着实事求是、存史资政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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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比较系统地记述了市政协lO年来的发展历

程和工作实况。从这些记述中，我们看到了人民

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为建设新泰州献

计出力；看到了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看到了人

民政协积极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团结各界、凝

聚人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看

到了人民政协坚持加强自身建设，履行职能的能

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实践证明，只有始终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才能保持政协工作正确的政治方

向；只有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促进发展作为

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政协工作才能不断创造新

业绩，开创新局面。

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今年2月8日，

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

见》，为我们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人民政协

前程远大，大有可为。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意见》精神，深刻理解加强人民政协工

作的核心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3

治发展道路，深刻认识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职

能和作用，不断增强做好新时期政协工作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以实际行动再谱人民政协事业的新

篇章。

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泰州政协志》为我

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我市政协史料，全市

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以及关

心政协工作的各界人士，可以通过它来全面了解

我市政协的历史，从中借鉴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把我市政协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编纂《泰州政协志》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全体

编纂人员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谨向他

们并向所有关心支持这项工作的同志，表示诚挚

的谢意。



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

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人民政协理论为指导，遵照《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力求客观、完整地反

映地级泰州市政协自1996年8月筹建、成立至2006年7

月十年间的工作历程，旨在存史资政，激励后人，不断开

创泰州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诸体，首列概述，继

设5章专志，图表随文行，附录置有关章节文末，后缀大事

记。专志按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分类横排，顺时记述。

三、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法，行文用字以中国文字改革

委员会公布的《汉字简化总表》为准；多次重复使用的机

构、组织名称的简称一般在首次使用时予以括注，如：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泰州市委员会(简称市政协)；多次

重复出现的带职务的人名，首次出现交代职务，再次出现

且职务未发生变化时一般直书人名；未冠名称的“省”均

指江苏省；“现”、“今”及“以来”的截止期概念，除引文

外，均指2006年7月；计量数据一律采用国务院颁布的

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四、本志资料来源于泰州市政协档案室及各专门委

员会相关档案卷宗、会议文件和记录、政协刊物、资料汇

编等。所有资料均经核实，志书中概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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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泰州市委员会(简称泰州市

政协或市政协)是泰州市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

共泰州市委(简称市委)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

要机构，是全市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

式。市政协成立10年来，在中共泰州市委的领导下，以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紧紧依靠全体政协委员，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切实履行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全市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6年7月国务院作出调整扬州市行政区划的决

定，撤销县级泰州市，设立地级泰州市。根据省委、省政

府关于新组建泰州市的部署，中共泰州市委决定筹备召

开政协泰州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相应建立了

以丁解民任主任，叶海翔任副主任的地级泰州市政协筹

备委员会o 1996年9月20日至21日，市政协一届一次

会议在泰州宾馆隆重召开。全国政协办公厅、省政协办

公厅发来贺电，扬州市政协负责同志到会致词。会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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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丁解民为主席，叶海翔、井明章、潘浩泉为副主席，陈炼

百为秘书长。

市政协成立之初，根据省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小组和

省委组织部要求，委员规模、界别设置为过渡型。市政协

一届一次会议时安排委员110名，常委16名，代表了11

个界别，经逐年增补，至2002年12月，一届政协共有委

员236名，常委39名。根据工作需要，市政协一届三次

会议同意市长丁解民辞去兼任的政协主席职务，选举袁

平波为主席。一届五次会议增选汤学善、范之俐为副主

席，一届七次会议增选陈骏骠、金文鸾为副主席。一届六

次会议同意陈炼百因工作变动辞去秘书长职务，选举袁

益群为秘书长。2002年12月市政协一届三十八次常委

会协商决定增选2名副秘书长。

专门委员会是政协工作的基础。1996年12月市政

协一届一次常委会决定，设立学习提案文史、经济科技、

文教卫体三个专门委员会。1999年4月一届二十次常委

会决定调整专门委员会设置，设立提案委员会(简称提案

委)、学习文史委员会(简称学习文史委，与提案委合

署)，经济科技委员会(简称经科委)，城乡建设委员会

(简称城乡委)，文教卫体委员会(简称文教卫体委)、社

会法制委员会(简称社会法制委，与文教卫体委合署)和

海外联络委员会(简称海外联络委，2000年4月更名为港

澳台侨委员会)7个专门委员会。

市政协办公室是市政协的办事机构。199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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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共泰州市委批准，设立政协泰州市委员会办公室。办

公室下设三个科，即秘书科(2001年12月更名为行政接待

科)、综合科、联络科。1999年3月，经市机构编制委员会

同意增设信息科。2002年5月，根据市委组织部和市人事

局有关文件精神，办公室所有科室更名为处室，职级不变。

2003年1月19日至23日，市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召

开。会议选举陈克勤为主席，汤学善、井明章、潘浩泉、范

之俐、陈骏骠、金文鸾、周书国、潘山元、马云为副主席，袁

益群为秘书长。选举产生马林等38名常委。二届四次

会议增选万门祖为副主席。

市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召开时有委员270名，后因工

作变动或其他原因，截止2006年7月，二届政协共有委

员277名，常委44名，代表了21个界别。

二届政协初始设7个专门委员会，与一届相同。其

中提案委与学习文史委合署，文教卫体委与社会法制委

合署。2006年3月市政协二届二十一次常委会议决定，

将提案委与学习文史委分设。市政协办公室仍下设4个

处室。2005年9月经中共泰州市委批准，办公室增挂“市

政协研究室”牌子。至此，市政协机关共设7委2室，进

一步完善了机构，充实了人员。

从1996年9月到2006年7月，市政协广泛团结各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各界代表人士，在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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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开拓，在开拓中前进，做了大量工作。

一、坚持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努力促进全市经济社会

又快又好地发展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党政决策提供参考。重点围

绕推进中心城市建设、工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沿江

开发、主题园区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港口

建设等一些经济工作中的重大课题；围绕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农村合作医疗、五保供养等一些事关经济社会事业

协调发展方面的重要课题，组织委员开展专题调研活动，

并在市政协常委会议或主席会议上进行协商讨论。10年

来，市政协共组织规模较大的调研活动35次，形成建议

案31份。不少意见和建议进入党政决策程序。

开展视察走访活动，推动有关工作落到实处。着重

就软环境建设、市场建设、城建重点工程、环境保护等课

题，组织开展了96次视察活动。在视察中，注意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摸实情、议实招，认真负责地提出意见和

建议，推动和促进了有关方面的工作。为进一步拓宽参

政议政渠道，从2000年开始，开展了主席走访部门活

动。至2006年7月共开展了29次走访活动，对部门工

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组织委员议政日活动，关注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

题。从1997年开始，先后就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九年制

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就业再就业、农村劳动力职业

技能培训、村镇建设规划和管理、农村饮水安全、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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