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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竟是我国一

项基本政治制竟，7这一基本政治制受，是在我国长期革命

与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长

期合作，共同奋斗，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和和建立中

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

党派参加了人民政权和人民政协的工作，为巩固人民民主

专政，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推

进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践证明，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患

难与共的亲密战友，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

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也是我国爱国统一

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是维护我国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市现有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

党、九三学社等七个地方组织，他们中的一些成员，解放

前在共产党领导下曾在佛山和邻近地区进行地下斗争，而

作为地方组织则是解放后陆续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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葑 本志是在佛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下， 陵

强 由各民主党派机关分别组织编写。在编写过程中，力求贯 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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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和政治协商制交的意见》的精神，体现我党和各民主党派 簧

强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 氍

葛 针，记叙我市各民主党派组织的建立、发展和主要工作概 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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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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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在佛山市的地方组织共有七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佛山市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佛山市委员会(民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佛山市委员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佛山市委

员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佛山市委员会(农工党)、中国致

公党佛山市委员会筹备组(致公党)、九三学社佛山市委员会(九

三学社)。此外，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有一个成员在本市工作，但组

织关系属台盟广州分部。．

建国前，民主党派只有少数成员在附近县活动j解放后才建立

佛山市的地方组织。组建初期于1957年间的有5个党派共有成员307

人。1980年后新建立的有九三学社和致公党。现在7个党派市委会

(致公党为市委筹备组)共有成员858人。另外顺德设有县民盟，

民建、民进、九三4个支部，三水县设民建支部等，共有成员142人，

直属省各自党派组织领导。到1990年底全市民主党派成员共有1000

人：’ ， ．

’

‘

佛山市民主党派成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 +j

·’第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占成员总数90％以上，而且大多数是建

国后培养出来的。其中中、高级知识分子493入。特别是九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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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成员全是高、中级知识分子，其中高级技术职称的占44．60／0。

第二部分是原工商业者中有代表性的人士，共有78人，占成员

总数的7．80／0，主要是民建的老会员。

第三部分是归侨和侨属代表人物。

党派成员中，由于多是知识分子，大部分又在国内外有较广泛

的社会联系，他们有强烈的爱国和报国之心，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

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50年代初，民盟、农工党、民革、民建、民进等党派先后在佛山

建立支部或市委会。它们团结教育其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自觉地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党和

国家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抗美援朝、 “三反”、 “五

反”运动；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

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及克服经济生活困难等工作都做出

了一定的成绩。1 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极左路线的干扰严重

地挫伤了民主党派成员的积极性，其活动和组织发展几乎陷于停顿

状态。 “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

坏，各民主党派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佛山市各民主党派被迫

完全停止活动。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贯彻与民主党

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坚

决落实各项统战政策。佛山市委成立了落实统战政策办公室，复查

民主人士中的大批冤假错案，错划右派的得到改正；退回了一批被

查抄没收的财物和私房，解决了一批民主党派成员的复职、回城复

户和安置工作。佛山市各民主党派先后恢复了活动，通过加强领导

班子建设和配备专职干部工作，稳定了队伍，组织也逐步有所发
． 2 ‘



展。l从而调动起民主党派成员及其所联系群‘众的积极性。

几年来，中共佛山市委统战部不断帮助民主党派开展以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的自我教育，．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j1987年至1990年，以市政治学校为阵地h各民主党派举办了10期学

习班，培训成员1 3 1 1人；并协助各党派调整，充实领导班子，’实现

新老合作和交替，缓解了各党派市委会原来不同程竞地存在的断层

或老化现象，大大有翻于各党派的巩固和发展。 。

随着党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进一步贯彻落实，逐步发挥民主

党派参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近年来，佛山市各民主党派

当选为金国、省、市、县人大代表的共38人，其中有的当选为市、

县人大副主任、常委。副县长。推荐为全国、省、市、县政协委员

腑-97A；其中有的当选为市、县政协副主席或常委。他们在参政
议政中，积极发挥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作用。

为了提高参政，议政的质量，佛山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注意发

挥群体作用，发动支部和成员开展调查研究，召开研讨会，写出专

题报告或建议书等，提交市党政领导部门参考。如民盟写的《治标

治本，加速精神文明建设》的建议，民进写的《深化改革，振兴佛

山教育》的建议，民建写的《关于进一步改进中药业管理工作的建

议》，九三学社《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探讨和建议》等材料，都得

到领导部门和社会好评。

各民主党派经常教育、推动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立足本职

搞好职务岗位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因而，在历年评比

中都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1 98 1～1 988年，市民主党派成员被评为

各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优秀辅导员、 “三八一红

旗手的共516A，g；获立功证书、荣誉证书的72人次；被评为积极



分子的共988人次。1 986，1 988、1 990年三次举行了佛山市各民主

党派统战团体联合表彰大会，其中民主党派受表彰的290人次。

l 98 1～1,988年，佛山市民主党派成员撰写科研论文358篇；教

学论文1 34篇；文史资料207篇；文学作品，剧本共677篇；创作书

画及工艺品1 332幅(件)；音乐舞蹈作品142件；出版书籍49本。

佛山市各民主党派还组织有专长的成员，开展经济、科技文教、

医疗等各项咨询服务。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和农工党，从1 98 1

年开始联合创办培才文化技术补习学校，为社会各部门青年补习高

中文化和培养各类专业知识人才。至1989年底，已培训近2万人

次。市民盟与中山大学联合举办中文刊授辅导站，为佛山市培养一

批达到大专毕业水平的人才，现还有3 51名学员在学。民盟创办的

全日制中专“光明职业技术学校”，已为佛山工厂、企业输送了毕

业生299人。市民进举办的“育才业余艺术学校”，为幼儿园教师补

习幼儿舞蹈。市民建、工商联先后举办多期会计补习班和家电维修

班。民革办了联谊经济服务部，为“引进一和“三胞"贸易往来咨

询服务。民盟除组织市内盟员的科技力量外，还邀请了省盟部分专

家．学者共同开办了光明经济文化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为佛山科技

攻关服务。民建、工商联办了建国服务公司、经济咨询服务公司，

主要为港澳工商界朋友回来投资，贸易往来提供咨询服务。民进开

办了敦煌科技文化咨询服务部。农工党开办了前进科技开发中心。

九三学社办了九三科技开发部。这些咨询机构，对佛山的改革开

放，经济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还先后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和

老行尊到江门、梅州、博罗、连山、连南、乳源乡镇厂企及四川、海

南省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协助解决轻纺漂染、食品，陶瓷等技术质

量攻关和厂房设备设计问题，得到当地党政领导大加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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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佛山市各民主党派翻用成员中“三胞”关系广的优

势，积极开展海外统战工作。据统计，198 i年至I 989年，各党派成

员接待“三胞”2698人次，请进来讲学，座谈、开展学术交流21人

次，走出去探亲、访友、讲学、考察1 16人次，撰写对外宣传稿件

102篇，介绍引进投资项目34项，协助引进外资8983万美元，274万

港元，48．8万英磅，4 1 5万元人民币，介绍捐赠汽车2 l辆，介绍赞

助福和事业3 53万元人民币，883万元港币。民建、工商联和用佛山

工商界与港澳工商界的历史渊源关系，’推动香港工商界人士成立了

“香港佛山工商联会”，进一步加强两地工商界的联系。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佛山市各民主党派成

员，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坚守岗位，尽职尽

责地工作，不少成员还主动向海外亲友实事求是地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解除他们的疑虑，动员他们继续回国投资，办企业。

1 990年，各民主党派从市委会到支部，广泛学习了《中共中央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

见》和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参政议政

水平，各民主党派积极开展活动，参加市“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

的讨论，提出了积极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发挥参政党的作用。

随着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格局的稳定和发展，市各民主党派在中共佛山市委的领导下，为

佛山市的两个文明建设，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必将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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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佛山市委员会

幼渤∽∽∽∽∽㈣∽渤∽∽幼伽鼢㈨渤柳∽∽∽∽∽∽湖渤渤∽幼渤∽㈣∽渤∽幼幼伽

第一节 民革佛山市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由继承孙中山先生爱国

和不断革命精神的原国民党民主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

联)、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

人士，在1 948年1月建立的民主党派。现在它已成为联系一部份社

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

务的政党。

1 955年3月28日，民革广东省分部筹备委员会委派委员杨燧

良和省参事室干事陈绍康，及在佛山市一中工作的民革成员王应杰

为佛山市支部筹备委员，召集人杨燧良。4月1日正式成立佛山市

支部筹备小组，在佛山市公正路1 88号办公。

筹备小组先对1949年lo月前在广州或香港参加民革前身的“民

联”、 “民促”组织，又在佛山市工作的王应杰、黄岳华等7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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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登记，‘成为佛山市民革支部筹备小组的第一批党员；并于19 55年

5月推举黄志腾、陈绍康为代表，出席民革广东省第一次党员代表

大会。接着又联系原国民党及-9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
1 14人。从中选定52人，按党章要求进行培养，先后吸收他们参加

组织。i．955年至1957年间，佛山市民革组织共发展党员64人，从外

地调入3人，死亡2人，当时共计实有党员72人。他们分布在佛山

市行政机关、银行、财税、文教、体卫各部门工作；有机关留用干
一

部、会计师、工程技术人员、医师、教师、律师及原国民党起义人

员，爱国民主人士等。其中有著名老中医李广海、陈典周，田径、

游泳国家级裁判王应杰，佛山市副市长梁荣，市银行副行长黄志

腾，市城建局副局长莫泳祥，市园林管理处副处长徐少刚等。另外

跨农工党和民建会兄弟党派的有彭玉存等5人。

I 956年1 2月1 3日，举行佛山市民革第一届全体党员大会，有6 1

人出席，选出佛山市民革第一届委员7人，候补委员2人，黄志腾

为主任委员，陈绍康为副主任委员。

1 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斗争，由于执行极左路线，佛山市民

革党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的共

24人，占当时全体党员的三分之一。

， I 958年9月1日，佛山市民革举行第二届党员大会，有45人出

席，选出佛山市民革第二届委员会委员7人，候补委员2人，王应

杰为主任委员。同时推举王应杰、徐少刚，李广海，杨永禄等出席

民革广东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

1 958年1 1月民革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了民革章程，肯定民

革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号召金体党员巩固“反右" “整

’风”成果，结合实践，进行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这次会议，在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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