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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左一)到i水视察工作

粱士诒之孙梁国璋(右三)回故乡三水参观访问

全国政协科技委调研组到三水踺力宝厂视察后，于县政协大楼门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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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语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必替。编写《三水政协志≯的目的．是使读者

能了解-一水政协慨况．为今后进一步做好政协和统战工作提供借鉴．发挥政协

职能作用；以及广泛宣传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团结全县人民和各界人士．在

中【=}4共产党的领导下。共问为胜利完成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和三水两

个文明建设的光荣任务而禽斗。

人民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它拥有密集的、多学科的、高水平的经验

丰寓的人才．是俊彦荟筚的综合人才库。人民政协在周内外有非常广泛的、密

切的社会联系。是同结的纽带。友谊的桥梁。不论是革命战争的岁月。还是建

设、改革开放的年代。政协委员都敢于仗义执言．当共产党的净友、挚友。做

到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一睦持“一个中心，丽个基本点”的改革开放中与海

外的联系更深更广，社会主义和爱同主义两面旗帜举得更高飘得更远。海内外

爱圜同咆都{I：集在两面大旗之下，为实现“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思。完成统一

祖国的大业n1亍共同奋斗。口丁以说．政协的地位，从来没有象今天的显要：政协

的光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灿烂。

本志如实地反映厂我县政协组织和工作全貌．全面地记述了我县政协的活

动大事．组织饥构等、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在我县政治、社会生活中．积极参

政议政．发挥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作用。

本志是客观史料的记录．严谨、朴实、可信、町读。然而限于经验和编写

水平。有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三水政协志编篡领导小组



一、本志上限为1980年6月，

下限至1992年底。

二、本志设《概述》、 《大事

记》、《志》三大部分。《志》分4章、

16节。

三、志书中提到的“建国前”或

“建国后"，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即1 949年10月1日之前或之后。

四、对领导人和委员的称呼，除

引文外一般只称职务，不赘加“同

志’’二字。

五、资料来源，以采自县档案

馆存档的县政协历届委员会历次会

议文件、工作总结、《三水政协》为

主；次为当事人、知情人提供的口

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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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北部，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不仪具有名垂史册的

革命传统，且有统一战线的光辉历程。

中国共产党十一崩三中全会，标志

着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

历史时期。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根

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在中共佛⋯地

委的统一安排下，l 980年11月组建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三水县

委员会。

10多年来，在中共三水县委领导

下，县政协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

帜，努力冈结各方面力量，坚决贯彻执

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和执行改革开放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为巩固和发展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

开放服务；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服务；为促进“一国两

制’’和平统一祖国服务，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在新的历史时

期中的作用。

政协三水县委员会从成立至1993年3月已满四届，组

织不断巩固和扩大。政协人数由一届的83人增加到四届的

116人。界别由首届15个扩大到20个，充分体现了代表性

和广泛性。平均年龄渐趋降低，文化素质逐届提高。组织机

构日臻完善，活动日益活跃。通过一年一度的全体委员会议，

委员列席县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列席中共三水县委常委会

议，以及政协本身的主席办公会议和常务委员会(或常委扩

大)会议，和采取召开听取意见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实施

对国家大政方针以及我县重要事务的政治协商，并逐步做到

协商在决策之前，监督在决策实旋之中。因此，第四届第二

次全体会议开始在人大会议召开之前举行，这有利于委员有

充分的时间集中精神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修改意见

和合理化建议。

提案工作是政协委员行使民主权利，参与管理国家事

务，实行参政、议政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党和政府联系人

民群众，听取意见，克服官僚主义的一条重要渠道。县政协

成立以来，共收到委员提案654件。主要内容涉及工农业生

产、经济体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教育改革、环境卫生、

落实政策、市政建设、交通整顿等方面的问题。由于县人民

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大部分提案被采纳，并认真办理实

施。

县政协成立以来，根据委员的业务范围，分别设置提案、

学习、文史、工业科技、农业科技、教育、文体、医疗卫生、

“三胞"、工商、农工青妇、港澳地区等12个委员会和工作
2



组。各委、组根据各自专长和特点，配合部门的中心工作，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开展视察活动和咨询服务，积极参与

各部门的两个文明建设。还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

与“三胞"广泛联系，加深了解，增进友谊。1987年经上级

同意，批准6位港澳同胞为县政协委员(次年增选其中3名

为政协常委)，通过他们进一步发挥联系“三胞”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为我县经济建设搭桥引路，共建桑梓。

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协领

导的重视和专业人员的努力下，10年来共编辑出版《三水文

史》19辑，140多万字，印刷30500册，另编辑由中国文史

出版社出版的《黄祝蕖战时诗选》(约10万字)，《北洋政府

总理——梁士诒史料集》(36．6万字)。它不仅抢救了许多重

要的历史资料，为历史研究和编修县志提供了大量史实，而

且为历史教学，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的乡土教材。在

1982年、1984年和1987年3年省、市召开的文史工作交流

会议中，我县文史资料工作都分别作了专题经验介绍，并获

得奖励。

县政协历来重视加强自身建设，除认真健全机关的学

习、工作、民主生活等各项制度外，学委会还根据国内外形

势的发展情况和统战工作的需要，不定期地举办全体委员学

习报告会，并建立学习制度，定期学习理论和业务，努力提

高委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参政议政的水平，以便更好地履行

政协委员的职责，把政协工作推上新台阶，为三水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1 980年

6月6 El，经中共三水县委批准，成立县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工作小组，成员16人。下设秘书、组织两个组。

11月3—9 El，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水县第一届委

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县城西南镇举行。委员共83人，由

15个界别组成。大会选举邓业开等23人为常务委员会委

员，同时选举何木连为主席，王玉田、邓茂超、何雄威、梁

林、覃式垣为副主席。中共三水县委书记陈佳到会祝贺并讲

了话。

1 981年

1月18—24 El，部份县政协委员与县人大代表联合到



农村基层视察教育改革工作。

4月9—14日，县政协正、副主席赴高要、惠州、博罗

等地学习政协T作的先进经验。

28日，召开第一届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设立学习、

农、Ik、工业、侨务工商、教育、医卫、文艺文史等7个专业

工作组。

5月20日，召开有1 o多名老医务人员参加的座谈会，

一致建议恢复中医院。

5月26—27日，召开文吏资料_』二作会议，各界人士30

人出席。会E政协委员刘克洪作题为《立足抢救和积累，发

动群众开展三水县文史研究工作》的发言。

6月中旬，组织工作组走访居住大塘、芦苞、乐平、南

边农村的政协委员，听取他们对县大政方针的意见和建议。

8月，《三水文史》创刊号出版。

8月1 6—20日_￡玉田、谢锡彬出席广东省地方政协工

作会议。会l二学习交流厂开展地方政协工作的经验。

9月6日，县政协与县委统战部就叶剑英委员长对新华

社记者关于台湾同归祖国问题的谈活联合举行座谈会，20

余位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家属代表参加。与会者一致表示拥

护中央对台方针政策，并努力贯彻落实。

29日，召开国庆茶话会，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70多人

参加，畅谈建国32年来的伟大成就。会上表彰了在“四

化"建设中作出贡献的9位政协委员。

12月14日，召开第四次常委会议，决议增补李少明、李

庆邦、黄善莹等9人为县政协一届政协委员；听取政协副主

席覃式垣参加佛山地委统战部组织各县、市政协副主席11

月前往福建、浙江参观学习的情况汇报。

12月24—30日，．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在西南镇举行。～共收到委员提案57件。与会委员列席县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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