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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建水县政协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以《关予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依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搜集运州资料，记述政协建水县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

二、本志断限，除附录外，上限从1950年10月建水县各界

代表会议开始，下限至1997年12月31日政协建水县人屈五次

会i义止。

三、本志所用史料，录自存档的县政协历届委员会历次会议

文件、工作总结、原始记录和当事者提供的回忆资料，力求翔实、

准确。 ·

四、本志采取序、述、记、志、传、录、图等形式，以志为主体，

依项横剖，纵叙史实。设章、节、目兰个层次，用条目记述。

五、县政协召开的各种会议，除“全会”冠以全称外，一般简

称某届某次全委会议、某届某次常委会议。

六、本志文字，均为记叙体，语体文。所』f】数字，除引文、序

词、纪年J}j汉字表达外，余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

七、对领导人和委员称呼，一般只写其名或加职务，后不赘

加“同志”。

八、本志立传人物，均为已敝知名政协委员，排列按卒时顺

J≯。

九、本志附求．除批转义什外，其余资料在辑录时，文字上作

j，必要的修订和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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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柯治国

人民政协是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的重要机构，是各界代表人士团结合作、参政议政的场所，是发

扬社会主义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它在我国政治、经

济生话中，有着独特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协建水县委员会自1963年10月建立以来，在中共建水

县委的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正确贯彻“长期

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认真履行“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广泛团结全县各族各界人士，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水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当前是政协工作的新时期，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对政协工

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为总结历史经验，使政协发挥更大

作用，县政协根据省、州有关文件精神，决定编纂出版《建水县政

协志>。其修志的目的，“非示美观”，为的是“经世致用”。同时，
政协志的编纂，不仅仅是历史的回顾，它将表明：政协建水县委

员会的历史，是党的统一战线历史的光辉一页，是中共建水县委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史实写照，也是记载建水县各族各界人士

为振兴经济，建设名城立下功勋的史册。它的问世，对于借鉴历

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开拓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的新领域，都

有着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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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县人民政协，任重道远。愿全县

政协委员和各界爱国人士在中共建水县委的领导下，奋发进取，

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为建水迈向2l世纪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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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水县委员会，筹建于1963年9

月，同年10月22日成立第一届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

会议。1965年11月20日，组成第二届委员会。其后，因受“文

化大革命”干扰而被迫中断活动。直到1983年3月才筹备恢

复，于4月27日组成第三届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三届委员会第

一次全体会议。1987年3月22日，组成第四届委员会。1990年
3月5日组成第五届委员会。1993年3月7日组成第六届委员

会。从1963年lO月至1997年12月，县政协共历经六届委员

会。

建水地处滇南中部，历史悠久，素为西南边陲重镇，有“文献

名邦”、“滇南邹鲁”之称。同时，建水也具有名垂史册的革命传

统和统一战线的光荣。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建水地下县委

就广泛团结各族各界民主人士，开展反蒋斗争，为建水的解放奠

定了基础，谱写出一部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史册。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于

1950年11月5日首次召开建水县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代行人民

代表大会职权。在1950年至1954年的几年中，先后四次召开

代表会议。1954年6月建水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各界

代表会议即告结束。

1963年政协建水县委员会建立后，统一战线逐步巩固和扩

大。第一届委员会由15个界别65名委员组成，至第六届委员

会已扩大到18个界别260名委员。从政协建水县第三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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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开始，成立厂中共政协建水县委员会党组，列为县级机构。政

协机关工作人员由一届的2名专职人员增加到六届的17名专

职干部，并相应成立厂机关党支部。统战对象4：断扩大，界别不

断增多，充分显示出建水的统一战线工作，已由工人、农民、知识

分子的联盟，扩大到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

的爱国者，拥护祖闻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人民政协的_丰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政协建水县委员会召开的全体会议、常委会议，是发挥这一职能

的重要组织形式。1990年以前的历次全会。均与县人民代表大

会同期举行。其后，为体现“协商在前，决策在后”的原则，每年

的全会均于人代会之i}j_『举行。历次全会，均就建水县政府～f：作

报告、县财政预结霸：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汁划报告、法院

工作报告、柃察院工作报告以及重要人事安排等，进行r“泛的协

商讨论，提出：卷见和建汉。

提案是政协委员在全会期间或闭会之后进行参政议政的一

个重要方面，也是委员腔行职能的一种有效方式。三届委员会

收到委员提案412件．四届委员会收到提案378件，五届委五!会

收到提案279件，六届委员会收到提案326件。提案内容逐步

丰富，由硒部内容扩展到工业、农林牧业、水利、电力、烤烟、交

通、城市建设、旅游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教育、文化、卫

佳、科技、财贸、文物保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各个领域．其中，

有关经济建设的提案l譬全部提案的一半以上。提案形式也fil过

去的个人、集体提案，发展为委员小组、专f J委员会和界别提案。

凋奄、视察活动．是发挥政坍综合人才阵优盼的形式之一。

从第三心委员会开始．政协建水县委员会f=f；}绕经济建没r|j心和

县委、县政府的ffl心工作，按照行、比特点和界别，纽钐：委员到J‘

矿、机关和事、皿单位进{了涮盘和视察，先后就农业坫础设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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