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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县政协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周其成

副主任 石本德 程启安(常务)

孙学龙 张振家

委员 余俊 杨先忠 徐

黄家胜

顾问 林同怡 江贤贵 周

顾旭 宰昌海 陈

杨传银 赵媛媛

家宝 徐梅 何绍龙

玉水 傅绍宇 洪泽

忠余 张德举 罗学敏

《金寨县政协志》编辑部

主编 顾旭

副主编 杨先忠(常务) 徐家宝

编辑 宰昌海 余俊 陈学惠 汪明山 徐梅

。 何绍龙 黄家胜 游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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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从事人民政协工作五载，历经金寨县政协六、七两届。在县政协成立二

十五周年之际，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要弘扬前辈们的光辉业绩，把人民政

协积累的丰富经验、形成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金寨县政协志》的出版值得庆

幸，我县政协组织终于有了自己的存史志书，它对观古察今，对于存史、资政、育人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献给金寨县政协成立二十五周年的一份厚礼。

《金寨县政协志》以完整的结构和翔实的档案资料，展现了历届政协委员无

私奉献、辛勤工作、履行职能的历史画卷，以写实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内容全

面、系统，不仅客观地再现了金寨政协的风雨历程和掌故大要，也展示了人民政

协抢救文史资料、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发展规律、重视文史工作的风采。

《金寨县政协志》作为一个浓缩的资料库，熔史料性、权威性于一炉，是一部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政协工作的参考书、工具书，亦可作为政协委员和各界

人士开展政协传统教育的教科书，同时对推进人民政协事业乃至全县各项建设

事业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和重要的资政价值。所有从事政协工作，热爱、

关心、支持政协工作的同志都必将珍视它、并从中汲取营养。 。

《金寨县政协志》的编纂、出版，凝聚着全体工作人员的智慧和汗水，更离不

开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中共金寨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拔专款予以支持。

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陈锦华、罗豪才和历任安徽省政协主席史钧杰、卢

荣景、方兆祥及现任六安市政协主席程世龙等领导在百忙中为本志题词，使我们

倍感荣耀和鼓舞，在此，我谨代表金寨县政协向各级领导和所有关心、支持《金

寨县政协志》编纂、出版工作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金寨县政协志》问世，感慨万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应编者嘱，谨

书此文，权以为序。

周其成

2005年12月



凡例

凡 例

《金寨县政协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金寨县委员会的专题志

书。本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原则，存真求实，以金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九届会议(1-9届，

1949．1 1．20一1954．6)为起始，以金寨县政协的七届会议(1—7届，1981．3_-2005．6)

为重点，突出政协整体履职成效，以及历届政协委员的作用，全面、准确地记述历

史和现状，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存史教化，激励后人。

本志设章、节、目，记、志、图、表、录并用，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以时为序，以

类系事，述而不论，力求客观翔实。志前冠以地图、照片、题词、序言、概述，大事

记、重要文献入附录，尾设后记。

本志记事，用语体文、记述体，引文例外。使用国家规范简化汉字。

本志采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会议届次、习惯用语、专用名词、表述性语

言中的数字，从习惯用汉字。

组织机构、社会团体、会议名称等第一次出现时冠以全称，以后酌情简称。

委员人数、性别、界别、比例、年龄等数字采用各该届第一次会议资料。社会

数字以县统计局公布数字为准。

本志使用资料，以县档案局、县政协档案室现有资料为主，辅以相关部门资

料和有关人士的回忆资料。

本志截止时间为2005年6月30 Et。大事记可酌情上溯或适当下延。



金寨县位于安徽省西部，地处大别山腹地，系著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

心区域。1932年9月，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卫立煌部进占金家

寨，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对鄂豫皖边区的统治，划安徽、河南和湖北三省交界部分

边区，始设县治，称“立煌县”o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9月上旬建立民主

政府，更名为金寨县。建国后，已统计出金寨籍的开国将军59位，另有110多位

省军级干部和400多位地师级干部走上领导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岗位，全国五分

之一以上的开国将军和数千名高级领导干部在金寨参军、战斗和工作过，金寨是

革命将领的摇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隆重召

开，他标志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建立。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当时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

还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公元纪年、定都北京。10月1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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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

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1949年9月6日，金寨全境解放。1949年11月至1953年12月，在县城金家

寨镇共召开了九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与会代表有工农兵学商和民主人士，邀请

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烈军属、复员转业军人等各界人士代表出席。到1954年6

月，金寨县完成了基层选举，7月，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县城举行。1956年至

1978年，其间经历了“合作化”、“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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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县政协志

命”等大小运动，全县人民走过了一段艰辛而曲折之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各项事业得以全面恢复和发展，特别是爱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得到

了进一步的贯彻落实。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按照省、地委要求，经县委常委

会研究决定，于1980年成立县政协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下设办公室具体开展工

作。经过认真筹备，于1981年3月，政协金寨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梅山

召开，从而，县政协正式成立。现已历经七届。

县政协现有16个界别构成，即：中共界、共青团界、工会界、妇联界、工商联

界、科技界、教育界、农林界、经济界、民营经济界、文体界、卫生计生界、新闻界、

宗教界、少数民族界、特邀界。现设置五个专委会，即：提案委员会、文史学习和法

制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港澳台侨外事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两

个办公室，即：政协金寨县委员会办公室、专门委员会办公室。一至七届委员总数

898人。

县政协成立25年来，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中共金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两面旗帜，坚持团结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

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求真务实，开拓奋进，不断推进政协工作的新发展。

始终重视理论学习 历届政协把政治理论学习当作工作的首要任务，采取

集体学与自学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报告会、座谈会、专题学习会、举办培训班、外

出参观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始终重视开好例会至本志截止时间2005年6月止，共召开每年一次的全

委会议25次，每季度一次的常委会议105次，每月一次的主席会议390次；为把

例会开得有层次、有新意、有成效，每届政协按照全委会议求规范、常委会议有专

题、主席会议有重点的思路，每次会议精心准备，做到主题明确，议题集中，程序

规范。利用例会这一协商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为推进政协工作和全县各

项事业的改革发展献智出力。

始终重视履行职能一是运用提案履行职能。25年来共收到委员提案1923

件，立案1727件，提案办结率均为100％。每届政协从大量提案中筛选大事要事

提案，开展调研视察，加以充实完善，使一些一般性提案转化为重点提案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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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政协提案通过办理落实，大部分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二是

运用调研视察履行职能。每届政协充分发挥优势，就各个时期事关全县大局的重

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难点问题，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了185次专题调

查、视察、考察活动。形成了180余份专题报告，供决策部门参考。三是运用参与

中心履行职能。二至七届政协紧紧围绕全县的工作大局，积极参与，主动服务，出

谋献策。历届政协主席、副主席，按照县委、县政府的统一分工，直接参与联系的

工作；围绕全县的重点工作开展调研，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协助推进决策

的有效实施。政协常委、委员和政协机关人员主动参与中心、服务中心，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始终重视民主团结为了拓展政协工作新领域：一是做好统战工作，落实党

的政策。按照县委的部署和要求，1981年至1983年，配合有关部门为起义投诚人

员中的20多人，各界人士中的26人，先后落实了政策o 1984年至1989年，协助

县委为有关委员解决落实政策方面的问题91件。二是编纂金寨文史，收集珍贵

史料。县政协成立以来，共编印《金寨文史》13辑，共收集稿件800余篇，从中筛

选了550篇，220余万字，图片120多幅，大量珍贵史料，多层次、多角度、宽领域

的记载和反映了我县的近、现代史。2004年10月召开了纪念《金寨文史》创刊

20周年座谈会，编印了1—10辑精装合订本，建立起了近百人的文史通讯员队伍，

并进行培训。同时参与了我县《金寨县志》、《红土地上多精英》、《金寨红军史》

等多部史、志的编审工作。积极完成了全国、省、地(市)政协交办的文史工作任

务，为其发行了近万册的文史书籍。三是活跃社团活动，扩大政协影响。县政协领

导下的社团组织有笔架山诗社、梅山书画院暨梅山书画艺术研究会、历届老委员

联谊会。笔架山诗社创建于1986年10月，至今历时六届。共出版《笔架山诗词》

16辑，发表诗词8562首，赏析及学术文章49篇，并与海内外诗词朋友保持稳定

的联系。梅山书画院暨书画艺术研究会成立于1989年12月，历经五届，共举办

集体书画展15场次，展出作品1300余幅，个人书画展22场次，展出作品1200

余幅，选送到国家级参展作品20多幅，省地(市)级参展作品100多幅。每年春

节组织书法人士义务为民写春联。无偿为有关单位装饰、设计、赠书画等。历届老

委员联谊会，成立于1987年10月，到1995年历经两届，在团结、联络历届老委

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96年在清理整顿社团组织时。因无固定活动场所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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