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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鉴往开来。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各类方志又构成了

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志的形式记述地方发展的历史，使各种历史文

件、历史人物及其是非功过给后人以借鉴，这成为历朝历代地方政府的一项要

务。当今之世，国家空前繁荣稳定，修志的盛举早已不限于地方政府，而是遍及

于各政府部门、机关单位和社会团体；修志的时限也发生重大变化，由后代人修

前代志发展为当代人修当代志了。《石城政协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它的编纂成功，是石城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好事、大喜事，对石城县经济振

兴与社会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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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石

城县委员会在中共石城县委的领导下，在上级政协的指导下，遵照《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章程》开展工作，通过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j参政议政等项职

能，团结社会各界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与政治文明建设，发挥着自己的特殊作用。该志如实地记述了政协石城县委员

会1958年7月18日成立至2003年6月30日这一段时期的主要史实。

走过了四十五个春秋的县政协，任期已历十一屑，已到了“不惑”的成熟阶

段。历届县政协的工作，都打一l-．了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

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风雨征程，县政协的发展也同样曲折起伏，历尽坎坷，

其间的成功与挫折，经验与教训难以胜计。计划经济时代，县政协的主要职责是

学习宣传党的政策，团结教育社会各界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国家的社会

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县政协则以参议政事、监督政务为己任，其三

大职能主要通过各种会议建言献策、视察调查了解情况、提案建议改善政务以及

不时反映社情民意等途径来履行。同时，历届县政协人才荟萃，许多委员在各自

的岗位．I-_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做出了骄人的成绩，成为各行各业事业发展的模范

和表率，为政协的历史增光添彩。所有这些，在本志中都有精详的载叙。

一部县政协志，实为本县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一个侧面的缩影。纵观县政

协几十年工作史，其经验弥足珍贵，其教训也属难得。随着县域经济的腾飞和各



·2·序

项社会事业的蓬勃发展，县政协也必将发扬优势，克服缺点，与时俱进，在新千

年中不断创造新的业绩，谱写自己历史的新篇章。

籍此志成之际，谨向为编纂《石城政协志》付出心血的全体编纂人员及提供

热心帮助的有关单位与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段标荣

二o o三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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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1、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叙述上力求准确、客观、全面并突出重点。

2、本志上限为1958年7月，即政协石城县委员会成立之时，下限为2003年

6月。

3、本志采用志、图、表、纪、录等体裁。

4、本志使用机构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其后用简称，表中则一律用简

称，表后特别注明。

5、政协机构领导干部的任职时间未满一届的用括号注明具体时间，任满一

届的不另注明时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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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习惯上用汉字表示者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7、本志对列传人物的人选标准兼顾了以下几点：一是参加过二万五于里长

征的老红军；二是有高级技术职称或特殊技艺的人才；三是有特殊成就的专门人

才；四是对地方经济发展有特殊贡献的民营企业家。

8、本志详尽地列出了五届以后历届委员提案的案由及其办理结果，目的是

要尽可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委员参政议政的实际情况。

9、本志所用史料全部来源于石城档案馆收藏的档案资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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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县政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地方的统

一战线组织o 1958年7fl成立，受“文化大革命”冲击，1968年自然解体，直到

1980年3月才初步恢复，同年底，召开第五届全体委员会议，组织机构才健全起

来，活动也步人正常化轨道。到2003年6月底为止，石城县政协实际存在与活动

时间是33年。在这33年中，她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参与

石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并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石城县政协的组织机构成立后，经历了在工作中不断调整、充实、完善的过

程。

委员的人数，第一届是70人，以后逐届增加，到第七届达到121人，以后各

届就基本保持在122人左右。

委员的界别设置无论是数量还是名称，各届次都不尽相同。界别的数量：第

一、四、五届是15个，第七至十届是13个，其余的是11、12、14个不等；名称：

“中共”、“共青团”、“妇联”、“教育”、“特邀”这几个一直未变， “工

会”、 “医药卫生”自第二届政协确定后未变，其它的都有变化，如“宗教”变

为“民族宗教”， “农业工作者”先后变为“农民”、“农林”，侨属先后变为

“三胞亲属”、 “港澳台家属”、“港澳台侨属”， “科技”与“文艺”有两届

合，有九届分。’

常务委员，第一届是17人，后逐届增加，第六届35人达到顶峰，第七届后，

人数减了一些，以后各届就保持在23人左右。

政协党组于第五届中期(1981年)成立，党组成员一般是5人左右。

政协的主席，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县委书记兼任， “文革”后除个别时段

外，都配备了专职主席。

委员活动组织不同届次不一样。政协刚成立时，设立了3个活动组，即：知

识分子工作组，工商工作组和社会工作组。为了使委员与社会各界人士加强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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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政策的学习，1959年创办了石城县社会主义学校、县城各界人士业余政治

学校，设立了学习委员会、横江片学习组、小松片学习组、屏山片学习组和城镇

社会人士老人学习组，同时解散了原来的3个工作组，改设了工商、文教科技、

医药卫生和社会等4个工作组。

第二届政协开始有提案工作，所以设立了提案委员会。

第三届政协的工作内容增加了家属工作，委员活动组织设为文卫艺术科技工

作组、社会工作组、工商工作组和家属工作组、乡镇则分为横江、屏山、小松、

丰山等4个片学习组。

第四屑政协的委员活动组织因缺资料而不明了。

第五届政协增加了文史资料和对台宣传．T作，所以这届政协的委员活动组织

改为：学习组(后改为学习委员会)、文教卫生组(后分为文教组和卫生组)、

文史资料组、宗教组和对台宣传组。

第六届政协设立的委员活动组织包括：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经济

建设组(后分为工交组和财贸组)、农业组、科技组、文化组、教育组、医药卫

生组、对台侨务组、宗教组。

第七届政协为了提高活动效率，强化全体委员的分工合作关系，设立了学习

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和政协工作委员会，在政协工作

委员会下设科技、工交、农业、财贸、教育、文化、医药卫生、法制、对台侨

务、民族宗教、妇女等11个工作组，凡有政协委员的乡镇都设立了政协联络小

组。

第八届政协南于工作内容及侧重点有所变化，委员活动组织也有所变化，在

县城设立了学习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经济科技工作

委员会、教文卫体委员会和法制社团三胞工作委员会。在有政协委员的乡镇当初

仍设政协联络小组(小松镇试点设政协工作委员会)，后全部改为政协工作委员

会，其主任全部南乡(镇)党委书记兼任。

第九届政协的委员会活动组织，仍保持几届委员会的设置。后将经济科技工

作委员会分为农业工交科技工作委员会和财贸金融工作委员会。乡镇的委员活动

组织则变化较大，当初设政协联络小组，后改为政协统战活动小组，组长由乡

(镇)党委的宣传统战委员担任。

第十届政协为了贯彻中央机构改革精神，对委员活动组织又作了调整。在县

城设有学习提案委员会、金融财贸委员会、农科工交委员会和教文卫体委员会，

在乡镇设立高田片政协工作联络小组、小松片政协工作联络小组、琴江片政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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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联络小组、屏山片政协工作联络小组和横江片政协工作联络小组。

第十一届政协对委员活动组织又作了一定调整，在县城设立的4个专门委员

会(与上届相同)，只是在各专门委员会下面又分设了若干个组。在乡镇则只设

了上水片政协活动小组、下水片政协活动小组。

政协机关最初只有1名副主席和1名专职秘书。第二届虽设有秘书处，但也只

有秘书长1人。第四届增加了秘书，但这些秘书不但做政协工作，他们还要做工

商联和宗教工作。第五届政协机关才初具规模，并且有了独立的办公大楼，机关

的领导干部除了主席、副主席，还有正副秘书长，一般工作人员也有几位。机关

的最大变化开始于第七届政协，这一届撤销了秘书处，设了4个办公室。且都配

备了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这种设置直到第十届才改变。第十届政协，在机

关只设立了政协办公室和学习提案、金融财贸、农科工交、教文卫体等4个委员

会。

石城县政协的工作紧跟时代的脉博，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党在各个时期

的工作重心都密不可分。
j

第一届政协正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这一届所做的工作包括：1、通过

全体委员会议、常委会议、常委列席人民委员会和多种形式的座谈会，参与了县

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国良经济计划，副县长、法院院长、县政府各部门

干部任免名单和干部奖惩条例的政治协商；2、组织各界人士学习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策f 3、协助县委县政府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在宗教界进行

了反帝爱国守法，拥护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4、动员各界人

士参加了“献计策、献技术、献力量”运动和“反右倾、鼓干劲”、“增产节

约”活动；5、接待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及时向县党政领导反映群众意见和要

求，帮助来访者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从而统一了他们的认识，端正了他们的态

度；6、通过座谈会，开展了一系列的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的政治活

动。

第二届政协所做的工作主要有：l、通过政协例会、委员提案和常委列席人

民委员会议，参与了全县农业生产计划、经济预决算方案、增选的副县长和人民

委员人选等问题的政治协商；2、组织各界人士、特别是在县城的政协委员、工

商联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士进行经常性的政治理论、时事政策和业务学习，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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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3、组织了一些参观、互访、领导走访等活动，以

加强领导与委员、委员与委员之间的联系；4、组织僧尼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引

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5、团结和组织各界人士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

正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活动；6、根据需要和可能，解决了一些委员的

生活福利问题。

第三届政协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组织动员和经济、工商界、宗教界人

士、工商业者及其家属30(0,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选送42位工商知识界代

表分别到省、区社会主义学院学习；2、参与了县内许多重大决策的政治协商；

3、组织各界人士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4、推动各界人士积

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5、动员和组织各界人士学习主席著作、批判“三自一

包”、“三和一少”；6、接待群众来信102件，来访2332人次。

第四届政协成立不到1年，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久．谢

永祯、邓月逢、张贻生3位副主席在这场运动中相继自杀身亡o 1968年政协档案

移交县委机关，T作人员或调离或下放，政协机构自然消失，活动就此停止。直

到1980年2月，县委才派1专人做政协组织的恢复工作，同年3月机构恢复起来，

尽管这样，这届政协还是做了许多工作。 “文革”前做的工作主要有：1、组织

各界人士学习毛主席著作；2、组织各界人士1300多人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活

动；3、开展形势教育，推动各界人士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

各国反动派的斗争；4、团结各界人士积极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服务；5、通过

例会，参与了国际国内形势、援越抗美、社教活动、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本县

工农业生产、学习毛主席著作等问题的协商；6、接待群众来信37件，来访300多

人次。“文革”后所做的工作主要有：l、协助县委县政府在各界人士中开展发

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教育活动；2、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对台宣

传丁作，调查去台人员家属情况；3、组织常委们学习座谈时事政治；4、接待人

民来信来访67人次。

第五届政协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组织全体委员和各界人士学习政治理论

和党的方针政策；2、开展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学习宣传活动，抓了

统战政策的落实；3、通过例会、列席人代会等途径，对县政府工作报告、国民

经济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报告和有关人事安排进行协商讨论；4、通过座谈

会、科技讲座等形式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献计出力；5、认真处理了107件委员

提案。

第六届政协所做的工作主要有：l、参与了石城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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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城市总体规划、老区建设、“七五”规划等问题的政治协商；2、组织委员

学习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广泛宣传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3、落实统

战政策，为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排忧解难；4、积极参与了两个文明建设；5、开

展了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编印出版了第一辑《石城文史资料》；6、加强了政协

机关的自身建设，并改进了工作作风。

第七届政协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在委员中开展了形势与任务、爱国主义

和革命传统、廉政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活动、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学

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政协章程》和其他重要文件；2、参与了石城工

业发展问题、物价、体改、国土综合利用、农业总体开发等主要问题的协商讨

论；3、向有关部门提交专题调查报告43篇，开展咨询服务活动54次；4、加强了

自身制度建设，先后制定了《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简

则》、《乡(镇)政协联络小组工作条例》，中共石城县委作出了《关于充分发

挥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作用的暂行规定》；5、加强了“三胞”联

络接待丁作，成立了“政协之友联谊会”，还发起成立了石城、广昌、长汀、宁

化四县政协横向联谊会；6、编辑出版了第二、三辑《石城文史资料》；7、加强

了政协机关的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

第八届政协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参与了关于理论整顿、深化改革、《石

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协商，为石城的改

革和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建议；2、通过各专门委员会的活动，向社会直接提

供了科技、法律、医药卫生等咨询服务，编辑出版了第四辑《石城文史资料》；

3、广泛联谊交友，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共接待回乡观光台胞300多人次，

来访的其他县市政协组织50多个，同省内外50多个县(市)政协建立了经常性的

文史资料交换关系。

第九届政协的工作主要有：l、参与了《石城县“九五”计划和2040年远景

目标规划》、机构改革、兴果富民、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反腐倡廉、

减轻农民负担等问题的协商，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2、通过专题调研、视察

活动，就国有商业企业转制、税收征管乏力、发展个私经济、党风廉政建设、乡

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琴江河综合治理、果业开发与水土保持、 “三胞”资金转

移使用、化肥农药饲料市场的监管、《劳动法》的贯彻落实、“两基”教育、中

青年教师流失等问题，向县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供了系统的调研视察报告；

3、认真加强了委员提案工作，指出了全县两个文明建设中存在的各种具体问

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4、编辑出版了第五辑《石城文史资料》和《当代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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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旅外部分)》，为《江西文史资料》、《赣南历代名人传》提供稿件10多

篇；5、与省内外40多个县(市)政协进行友好交往；6、组织部分农业专家到一

些乡镇提供科技咨询服务。

第十届政协的工作主要有：l、围绕县党政中心工作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向县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交专题调查报告60余篇，提出意见建议300多条；2、

通过委员提案，选送委员参加行风评议的形式履行民主监督职能；3、通过多种

渠道，密切了与各界人士联系；4、与省内#b40多个县(市)政协组织保持了友

好交往；5、通过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组织委员学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各项时事政策；6、制订了《机关工作制度》、《学习宣传信息制度》、《后

勤财务管理制度》、《机关工作人员考评制度》；7、完成了本志，2000年底以

前的资料收集整理与书稿编撰工作。

第十一届政协，到2003年6月，这届政协虽然还只经历半年时间，但做了大

量．丁作：l、参与了如何推进农业产业化构建工业主导型经济、如何做大做优教

育、如何加快城市建设、如何做好招商引资争资争项工作、如何依法行政等问题

的协商，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2、完成了127件委员提案的交办工作；

3、完成了“如何做大做优我县教育”、“我县近年来果业开发情况”、 “我县

部分货车挂外地牌照有关情况”和“出租车管理现状”的专题调研工作，并向县

党政领导及有关部门提交了专题调查报告；4、制订了几项加强自身建设的制

度，包括《关于加强委员自身建设的决定》、《评选表彰优秀政协委员的办

法》、《关于优秀提案及提案办理先进单位评选办法》。

在40多年发展历史中，石城政协在中共石城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坚持“长期

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发扬“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合作共事，广交朋友，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县的社会稳

定、经济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如今中国已进入一个创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石城政协工作必将不断创

新，为石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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