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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曹良海

古人有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编修方志是中

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自古至今，举凡盛世，常集贤修志，藉以存史资

治，鉴往开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编纂具有时代特

点和丰富内容的新方志，无疑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的事情o

《赣县政协志》在新世纪之初修成付梓，是赣县政协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

赣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她为我县方志建设又增添了一硕果。

人民政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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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成立与发展始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与发展紧密联

系在一起，赣县政协走过的历程正是如此。从1949年8月解放，11月就

有了“赣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一爱国统一战线的政治协商组织形式。

她组织全县各界人士协助政府参与实际工作，为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

进行民主革命、巩固人民政权贡献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深入发展，1958年，赣县政协正式成立。迄今，已经历了四十

二个春秋。这期间，政协走过了创建、发展、曲折、新发展的过程。但县人

民政协始终在中共赣县县委的领导下，团结各人民团体、工商联、社会各

界人士和全体政协委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政

协工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时期。在坚持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促进

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在反映社情民意，建言立论，促进党政决策科学化、

民主化；在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增强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在发展海外联

谊，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等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赣县政协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系统地记

叙了我县政协组织发展的历程和工作实况。从这些记叙中，我们可以看

到政协组织走过的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到数以千计新老政

协委员，战斗在各行各业，呕心沥血，奉献的聪明才智，开创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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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委员成为全县闻名的利税大户、种养大户、科技能手、优秀园丁、白求

恩式的好医生⋯⋯；有的还受到国家、省、市的嘉奖，不少优秀政协委员走

上领导岗位。这些实践，蕴藏着一种精神，录之以志，定将成为指导新时

期人民政协工作的指南；定能成为鼓励后人继往开来，发扬光大的丰碑。

《赣县政协志》的问世，是赣县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建设的重要成果，

又是全县各界人士的精神与物质财富。早在1986年六届委员会时，曾组

织过编写而未出版。我作为跨世纪的第十届政协主席，抚今追昔，感慨万

千，我和我的同仁早已动念，并决心圆修志之愿，深感义不容辞，责无旁

贷。今天，书之已成，欣喜于怀。我要衷心感谢各级党政领导对政协工作

的重视和关注，衷心感谢各部门、各单位的支持，衷心感谢各界仁人志士

和海内外朋友对政协工作的厚爱和贡献，也要特别感谢对本志合成而提

供资料和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的同事们。

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呼唤着人民政协工作进行新的实践、新的探

索、新的发展。可以相信，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县政协的工作在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周围，高举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

主题，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在县委的领导下，不断开创政协

工作新局面，为赣县的繁荣昌盛作出新贡献。这也是编纂《赣县政协志》
的根本目的。

注：作者系现任政协主席

200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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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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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准绳，记叙赣县政协组织的发展、工作

实况和重要作用。

二、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叙述力求准确、客观，有详有略，突出

重点。

三、本志上限始于赣县解放，下限为赣县政协十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即1949年8月至2000年12月。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概述为纲，志为主体，横排

竖写，以时序记叙。

五、本志使用机构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用简称。

六、本志力求减少重复，同一记事在相关篇目中交叉互见，各有详略。

七、本志文字采用1965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

字，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者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采用语体文，力求言简意赅，通俗规范。

九、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资料和图书报刊资料，少数根据

口述记忆，一般不注明出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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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赣县位于江西南部，东邻于都县，西毗赣州市章贡区、南康市，南连信丰县，北接

万安县、兴国县。

赣县历史悠久，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建县，至今已二千多年。

有史以来，赣县人民为反抗压迫、反抗剥削，实现社会进步，人类解放，前赴后继作

出了重大贡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赣县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县境三分之二

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国内战争，富有光荣革

命传统的赣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坚持不

懈地斗争，终于在1949年8月14日获得了解放。从此，赣县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8月前，赣县与赣州同为一邑，赣州是赣县的县城o 1949年8月后，析赣

州设市，市、县分设，赣县机关仍驻赣州市o 1969年7月，赣县机关从赣州市迁新饭

店，新建县城。

赣县有土地面积2993．09平方公里。县貌素称“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

园”o 2000年12月辖16个乡，8个镇，315个村委会，3224个村民小组。总户数

134141户，533614人，其中农业人口469491人。

赣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简称人代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是解放初期在中共赣县委

员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亦是赣县最早的政治协商组织。它联系各界有代表性人士、

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并通过他们联系全县人民，组织各界人士学习时事、政策和理论，进行

民主协商，加强各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团结与合作。是赣县政协的前身o

1949年11月28日，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

通则》的规定，召开了赣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制订了《赣县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组织条例》o《条例》规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工、农、商、学、兵各界和

党政团体推选，任期一年。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每三个月召开一次，经县人民政府或

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一的代表提议，可提前或延期召开。人代会议的职权，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