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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编纂《上犹县政协志》的决定

(六届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决定)

“盛世修志"是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当前，我国人民正沿

着党的正确路线，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军，举国上下，政治安

定，经济发展，思想活跃，文化繁荣，人民富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
’

在创造这一伟大时代的战斗历程中，我县各界人士团结奋斗，立

下了不可磨灭的功■。

为了客观反映我县各界人士在近代、现代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如

实记载政协上犹县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记述政协委员在新的历史时期

的业绩，决定编纂《上犹县政协志》。

希望全体委员、各界人士，积极为编纂《上犹县政协志》提供资

料，撰写稿件，使之早日问世，成为反映政协面貌，可资政协工作的

历史篇章。 ，

’

政协上 犹 县委 员 会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为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本会作出了编纂

《上犹县政协志》的决定6灿年多来，由于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修

志人员的辛勤努力，广征博采，收集资料，几经修改，终成志稿·今

天，它与我们见面了‘它的问世，使我县政协工作“前有所稽，后有

所鉴"，诚为我县政协组织和各界人士的一件大喜事。

盛世修志，志书盛世。

《上犹县政协志》，记述了我县政协组织的发展历史，谱写了我

县各界人士为建设美丽富绕的新上犹献计出力的动人篇章6它所记叙

的人和事，既留下了时代跳动脉搏的痕迹，又从侧面反映了我县人民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励精图

治，团结战斗而出现的政通人和，物阜民安的大好形势d因此，它是

一部“观点正确，内容翔实，并富有地方特色力的信史6

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

在阅读《上犹县政协志》的时候，我们定要记住：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任重而道远。让我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和平统

一，振兴中华矢勤矢冤，不懈努力。

上犹县政协主席 刘国盛

一九八七年十月



概 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上犹县委员会(以下简称上犹政

协)，是上犹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她从

成立至今的二十九年来，经历了从成立到发展，从发展到瘫痪，从瘫

痪到恢复，从恢复到健全，从健全到兴旺的阶段。

1958年，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

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号召，掀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的时候，

为了团结各界人士，调动各界人士积极地为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上犹县政协胜利诞生了。嗣后，调动全体

委员的积极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与全县人民一道j为战胜

国家三年困难，贯彻执行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

针，发展上犹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文化事业献计献策，发挥了重要作

用。
。

1966年，殃及全国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极左思

潮的冲击下，她被迫中断了活动而瘫痪了。委员们除了在各自岗位

上，默默地为人民工作以外，停止了各项活动。

1980年，上犹政协得以恢复，各项活动空前活跃，组织机构日趋

健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光辉的照耀下，政协为清除文

化革命左的影响，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充分发挥着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的职能作用。1985年，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的形势卞j调整亍班手，扩大了界别，增加了委员人数，围绕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课题，更加广泛地开展了政治协商，

f 鱼



民主监督、广交明友、咨询服务的活动。工作范围更加广泛，活动形

式更加多样，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从此、政协工作进入一个兴旺发

达的新阶段。

上犹政协和全国各级政协一样，是人才荟萃的智力库，智囊团。

先后参与政协的十三个界别的l o o名委员，是上犹县各党派、各社

团、各阶层人士的精英。

·上犹政协，在上犹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通过

行使政治协商、民主嗑督、广交朋友、咨询服务等方面的职能，发挥

了重要的作犀，谱写了光；簿的篇章。在政治协商方面，政协举荐了副

县长候选人吴王平，在县九属三次人大会上得以当选；以及1 7名党

外人士成为乡镇、局室、完全中学的负责人(8 4年底统计)，充分

说明政协在我县攻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民主监酹方面，

政协委员在历届会议上所提出的2 3 5件提案，得到重没i．∥i!．翌。谢

学友委员关于恢复一≥医合作医疗割，文等提案的被采纳；政协与人大组

织的视察团，在营前等地巡回视察对各项工作的促进，充分j泡胡政协

茬我县各项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广交朋友方面，Fi协本

著1匿足国内，影响海外”原则，召开了一系列港溪台侨眷属和知识
■—匹i一

分子座谈会，开始在海外产生一定的反响。在咨询服务方面，工农业
IlmlDOlIHUW'm4‘ ．．

至产组会同农牧渔业局，举办了柑桔技术学习班和稻田养鱼技术讲

座；文卫科技组会同县卫生局，联合组成的，为营前老区群众服务的

医疗队的活动； “三胞，，联络组每年召开的中秋、春节座谈会等等，

在我县的两个文明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调动政协委员

积极性，积极为四化建设服务方面，赖义德克勤克俭，购买6 O o元

国库券，罗子遥刻苦钻研，推广杂交良种猪；彭述珍运用农业科技，

亩产实现2 3 O o斤，王茂昌努力培育新品种和进行杂交水稻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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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炳联积极推广茶叶新技术，罗光昂刻苦钻研养鱼技术，努力为发展

上犹渔业服务；蔡启铨总结治疗中风病的经验，黄麟舒发扬人民医生

救死扶伤精神，七次为病人输血的动人事迹，以及委员们大公无私见

义勇为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新风尚都在栽县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象。
’

、 人民政协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为了充分行使人民政

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发挥人民政协联系面广，人才荟革的

优势；开展咨询服务活动，调动政协委员为四化服务的积极性，开创

政协工作的新局面；为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高变民主和统一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必须最广泛地联系

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民、港澳同咆、国外华侨和一切爱国人士，结

成革命的同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共同奋斗振兴祖国。

上犹政协从成立到编志，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经历过非凡的

斗争。在那⋯r-．p-z,t：．，p泛．-的岁月里，委员们顶风险战恶浪，哪怕是受点暂时的

委屈，大家部坚持一个主张： “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

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阶级状况起了根本变化，全党

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的轨道上，统一战线工作也迸入到一个新

的历史时期。历史赋予人民政协的光荣任务，再广次焕发起委员们的

青春和力量。奔放的革命热情，诚挚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励着他们以

有限的生命，为四化建设再怍贡献者大有人在， “余年有限心尤壮，

到死春蚕方尽丝"，正是此种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o

． 。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和谆淳教

导，任重而道远，我们务必戒骄戒躁，、为实现上犹的振兴，祖国的繁

荣，永远和全国人民一起，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j ‘

‘

、

-



大 事． 记

l 9 5 7年

5月，中共上犹县委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座谈会，协商成立上犹政

协筹备委员会，由二十一名委员组成。会议推选徐克燕为主任委员，

王仁道、吴理志、赖义德为副主任委员，杨自明为秘书。

7月召开第三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鉴于当时全民性整风反右斗争

进入紧张阶段，决定推迟上犹政协的成立日期。

l 9 5 8年

1月8日，中共上犹县委研究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名额以及人事

安排问题，报请区党委审批。 ‘·

8月l 2日至l 5日，上犹政协首届一次全体委员大会，于县城

隆重召开，正式成立上犹政协。徐克燕为主席。

8月l 5日分别向中共江西省委、赣南区委、政协江西省委员会

发致敬电。

。l 9 5 9年

6月l 5日，经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上犹政协》正式创刊。

l 0月1日，上犹县各界人民隆重厌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

年，政协常委、部分委员及社会民主人士，应邀观礼并参观陡水电

厂，梅岭水库，寺下公路，，江西第二糖厂。

l 1月2 5日至2 8日，召开首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议

号召全县各阶层人士，深入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迎接1960年

的各项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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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O年

1月l 2自至l粤日，

时举行。

l 9 19l l!年

2甩l 8日至2 4 ljI I

敏为主席。

首届二次全委会与县人大三届三次会议同

于县城召开二届一次全委会，换届改选罗

4月7日至l 3日，于县城召开政协常委、工商联委员、各界人

士家属『弋表联席会议。会上协商成立了《上犹县各界人士家属-r作委

员会》，沈明辉、刘桂英分别任第一、二主任，彭美英任副主任委
’

员。为促进改造和服务，大会向全县工商界、知识晃、社会各界人士

·家属发了倡议书F。 、

l 9 6 2年

l 2月2日至6日，在县城召开二届二次全委会。会议期问全体

委员列席县人大四届二次会议，听取蔡启忠县长施政报告。

，l 9 6 3年
’

7月5日至9日，在县城举行三届一次全委会，会议期间列席了

县五届一次人大会a．会议号召全县备阶层人民，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

俭建国精神。罗敏继续当选主席。

l 2月3日至l 4日，于县城召开三届四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

号召各界人士，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l 9 6 4年
．

5月2 8日至6月4日，在县城召开有中，小学副校长，中，‘小

学副教导主任，以及医务、文艺、科技界代表参加的知识分子座．

谈会Q ．．

1 2月l 1日至a 2日，予县城召开三届二次金委扩大会议。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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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6 5年．

1 0月4日至l 0日，在县城召开四届二次全委会。与会委员还

列席县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王凤章当选为主席。

l 0月1 0日召开四届一次常务委员会。会上除研究决定正副主

席的分工外，还任命了营前、寺下、社溪、城关各片正副组长。此外

确定舒斯琪：沈明辉为家属委员会正、副主任。

一’1 9 6 6年
‘

上犹政协自四届一次会议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

从此机构瘫痪活动停止。 、

1 9 8 0年

2月7日，上犹政协根据省、地委有关文件精神恢复工作。

l 2月6日至1 0日，于县城召开五届一次全委会，会议期间列

席县九届人大会议。换届改选结果，叶瑞汉当选为主席。
’

1 9 8 1年

1月2日，按照政协章程和上级政协文件精神，县政协发出关于

征集文史资料的通知。
’

4月l 0日，中共上犹县委犹发(8 1)4 1号文件批准成立县政

协党组，叶瑞汉任书记。

·6月9日至l 0日，与县人大常委会联合组成工作组赴营前、平

富等老区视察工作。 一

7月I 7日：五届三次常委会决定：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十

一届六中全会公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胡耀邦

在庆祝中共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
’

l 1月l 5日至l 6日，由政协常委及部分委员，组成视察小组

分别到城关、黄沙等公社了解农村生产责任制执行情况。

8



1 9 8 2年 ；． ·

：

． 3月l 4日至l 9日，：于县城召开五届二次全委会，并列席县人

大九届二次会议，推荐县政协常委吴正平为副县长候选人。

l 0月l 5日，五届九次常委会通过关于学习贯彻中共十二大文

件的决定。

l 9 8 3年

1月3 0日至2月1日，五届十次常委会在县城召开，重点研究

开展政协工作新局面问题。 、

3月l 6日至2 1日，五届三次全委会于县城召开，并列席县人

大九届三次会议。 ，

、

9月l 2日，县政协下达关于组织委员和各界人士，学习《邓小

平文选》的通知。

1 9 8 4年 ，

6月2 8日至7月5日，六届一次全委会于县城召开，并列席县

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叶瑞汉再次当选为主席。

9月2 0日，政协文教组特邀当年分配我县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进

行座谈，主席叶瑞汉政协常委、副县长吴正平等在会上欢迎、鼓励青

年知识分子为我县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力。

l 9 8 5年 ，

4月5日至l 0日，在县城召开六届二次全委会，期间列席县人

大十届二次会议。

1月3 1日，六届五次常委会决定，组织力量编撰上犹县政

协志。

1 9 8 6午
‘

． ，

3月2 8日至3 1日，六届三次全委会在县城举行，补选邹泽中

9



为主席，胡益诹为副主席o

S月垒8宥奎8胄4日，文卫科技组邀集中、西医，组成巡迥医

疗小组赴营前老区为群众治病6

6月垒6臼奎2 9日，土农业生产组在油石举办栽培柑桔技术讲

习班o

9月l 7日， “三胞，，联络组与县委统战部等单位，举行中秋茶

套，耜待“兰胞旁亲属。

1 0月4日至9日，工农业生产组，组织萘果专监户及县属茶果

场；-行十三人；前去广东英德县参观学习。



第一章 组织构机

第一节：上犹政协筹备委员会 ．

1 9 5 7年5月，在中共上犹县委的领导和关怀下，召开了各赛

代表人士座谈会，协商确定成立政协筹备委员会(下称筹委会)。筹

委会由二十一名委员组成，这些委员多数是党、政、i，青、妇，各

阶层人士和各界人士中有代表性、有影响的人物。为了便于开展工

作．筹委会设正．副主任，下设秘书组负责日常事务。

筹委会一经成立就在中共上犹县委的领导下，投入了全民整风和

“反右派"斗争，结合当时中心，开展宣传活动，学>-j人民政协的组

织章程，吃透精神，为成立上犹政协统一了思想，大造了舆论，奠定

良好的思想基础。‘根据当时的情况，筹委会召开过四次会议和二次扩

大会议，协商讨论了工商界与知识界向党交心，弘及推迟政协正式成

立时间等重大问题，卓有成效地做了许多工作，完成了筹备委员会应

该完成的历史性使命·

第二节，委员的产生

l 0 5 8年8月，由中共上犹县委召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各机关单位和各界人士会议。由政协筹委会，根据考察意见，提出委

员名单，界别和名额等】’司题·进行充分的协商与讨论，组成上犹政协第

一届委员会·以后每届委员会的换届改选，均遵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章程之规定·每届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均由上

届委员会提出入选·并由该届期的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后产生之9



附表(一)

上犹政协历届委员会组成情况表

社团阶层及各界人士名额分类统计

l教

f育

J三
j
●‘’。一～

}12

}9

文

艺

1

●’。。。。’——

l 1

l 2

工

商

医宗

务I教

侨科

务l技

1l

4

[
3

注l

l、第二届各界别人数待查。
、

2、第五届由l 0个界别组成，具体人数待考，原有委员8 7入

后增选2人为8 9人。

3、第六届委员总数原定8 7人，六届三次全委会增加1 3入共

1 0 0人。．

附表(二)

省政协委员名录

届别零员萎!姓名 性别：鼗篓 主 要 经 历

敬老院
1931、1二一1935、3任苏区上犹县革命委员会特派

委员‘ 谢开海 男
员、医院所长、被服厂长，工农检查部裁判所长等职．

院长
解放后1 9 4 9、l 0-二一1 9 8 3、l 2、2 8。先

后任区农协副主席、出纳、敬老院长等职。

五指峰
1948，6----1960，7在小学，营前中学、上犹卫校

学习。l 9 6 l一～l 9 8 6先后在社溪，中稍卫生院，

委员． 钟志仕 男 林场 五指蜂林场等任医士、医师。

一在五指峰林场研制“赣南五号蛇药一，出席过地县医师
科技大会，l 9 7 8年荣获江西省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12

特堂5～

～4一

老革命一8一

一8～

m矗H—I协～

一4—

3～

一牡恽i坠一一L。卜．．『

妇女一7一

一3一。一

一4悖，堡I—I～卜『～{厂

工交肿贸～

～

～8—5～

一

i一

一

一

一

i

一
～

一

～

一

一3

～

一

一。一

一

一

一6一

一地一9～

一M

一7

一怕～M一

一

一

一5



第三节：常设机构

人民政协为议政机构。全体委员会议是其集中议政的重要形式，

由它选举产生的常务委员会则是它的常设机构。上犹政协的常务委员

会，因各届别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其组成情况也因时期而各有差

异。原则上是文革前历届略有相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比较相似。

具体组成详见下列图表：

(一)、文革前历届政协组织系统表

f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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