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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富阳市政协是顺应改革开放形势和统一战线工作需要而建立的，至今已走

过六届二十三年的历程，值得我们回顾、总结和记载。盛世修志，继往开来，既

是对历史负责，也是新时期政协事业发展的需要o

1984年3月，政协富阳县委员会成立。1994年3月，富阳撤县设市而改称政

协富阳市委员会。23年来，富阳市政协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高举爱国主义、社

会主义旗帜，把握“团结、民主”两大主题，团结全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

各界人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求实创新，履行职能。为促进富阳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市政协已在富阳的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作用，产生越来越广泛

的社会影响。市政协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凝聚着市政协历届

领导、全体委员的辛劳和智慧，也饱含着人民群众的热忱支持和深切关爱，在此

谨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富阳市政协志》是富阳市政协的第一部志书，它围绕人民政协的性质、

地位、职能和作用，以大量的史料、朴实的文字，记述了市政协第一至第六届期

间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主要职能和团结联谊等一系列活动；反映

了市政协从无到有，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中开拓，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

这是她在中共富阳市(县)委领导下，团结各界人士、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共

同奋斗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富阳的生

动体现。这对于我们认识过去、着眼当今、开创未来、书写好人民政协工作新的

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三年来，编辑部同志不分寒暑，伏案奋笔，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广集素

材，深考史料，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市政协历届领导和委员

以及有关单位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值此付梓出版之际，一并致谢!

富阳市政协主席胡志坚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力求全面、真实地记述富阳政协的发展历程和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时限上起1984年3月富阳县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召开，下迄2007年

2月富阳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召开前。个别时间连续性较强的内容，则适当延伸。

三、本志首置概述和大事记，然后分篇记述。并附有《文献资料选辑》，选

载有关文件、资料，供参照查考。全志采用编、章、节三级结构，共设7编22章

59节。各编、章之首，视情况需要设无题小序，综述有关事宜。

四、本志以志为主，记、述、图、表、录并用。记述内容反映富阳政协第一

至第六届期间的重大活动、取得的成绩和经历经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

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工作中互相穿插，故既分编叙述、各有侧重，又互

有交错。主要照片集中于卷首，其余图、表、录随文插附。

五、人物篇中，历届政协领导以记简历为主，一般不述业绩，按职务级别和

任职先后排序；委员选介是按一定程序选定的各届次、各界别、各方面的代表人

物，按姓氏笔画排序。

六、各类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简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凡未

冠名称的党均指中国共产党。有关富阳的称谓，因先后有富阳县和富阳市之别，

文中原则以当时的建制称谓为准。1994年3月富阳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前称富

阳县，后称富阳市，跨越前后的写为富阳县(市)o

七、本志专设第五编为《文献资料选辑》，选载有关文件、资料，供参照查

考。为尊重历史，文献资料的有关格式、表述、数据等均保留原始风貌。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档案和文献，部分来自报刊、原始记录。个人提供的

材料，经必要核实后载人。所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本志文字、数据等按国家统一规范执行，相关操作细节参照地方志编纂

的有关规定处理。

十、本志采用公历纪年。



目 录

目 录

序言⋯⋯⋯⋯⋯⋯⋯⋯⋯⋯⋯⋯⋯⋯⋯⋯⋯⋯⋯⋯⋯⋯⋯⋯⋯⋯⋯(1)J予菁⋯⋯⋯⋯⋯⋯⋯⋯⋯⋯⋯⋯⋯⋯⋯⋯⋯⋯⋯⋯⋯⋯⋯⋯⋯⋯⋯( )

凡例⋯⋯⋯⋯⋯⋯⋯⋯⋯⋯⋯⋯⋯⋯⋯⋯⋯⋯⋯⋯⋯⋯⋯⋯⋯⋯⋯(1)

概述⋯⋯⋯⋯⋯⋯⋯⋯⋯⋯⋯⋯⋯⋯⋯⋯⋯⋯⋯⋯⋯⋯⋯⋯⋯⋯⋯(1)

大事记⋯⋯⋯⋯⋯⋯⋯⋯⋯⋯⋯⋯⋯⋯⋯⋯⋯⋯⋯⋯⋯⋯⋯⋯⋯⋯(10)

第一编组织机构

第一章 政协委员会及其常委会⋯⋯⋯⋯⋯⋯⋯⋯⋯⋯⋯⋯⋯⋯(83)

第一节第一届委员会及其常委会⋯⋯⋯⋯⋯⋯⋯⋯⋯⋯⋯⋯(84)

第二节第二届委员会及其常委会⋯⋯⋯⋯⋯⋯⋯⋯⋯⋯⋯⋯(85)

第三节第三届委员会及其常委会⋯⋯⋯⋯⋯⋯⋯⋯⋯⋯⋯⋯(86)

第四节第四届委员会及其常委会⋯⋯⋯⋯⋯⋯⋯⋯⋯⋯⋯⋯(88)

第五节第五届委员会及其常委会⋯⋯⋯⋯⋯⋯⋯⋯⋯⋯⋯⋯(89)

第六节第六届委员会及其常委会⋯⋯⋯⋯⋯⋯⋯⋯⋯⋯⋯⋯(90)

第二章 政协工作机构⋯⋯⋯⋯⋯⋯⋯⋯⋯⋯⋯⋯⋯⋯⋯⋯⋯⋯(91)

第一节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机构⋯⋯⋯⋯⋯⋯⋯⋯⋯⋯⋯⋯⋯(92)

第二节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机构⋯⋯⋯⋯⋯⋯⋯⋯⋯⋯⋯⋯⋯(95)

第三节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机构⋯⋯⋯⋯⋯⋯⋯⋯⋯⋯⋯⋯⋯(100)

第四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机构⋯⋯⋯⋯⋯⋯⋯⋯⋯⋯⋯⋯⋯(102)

第五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机构⋯⋯⋯⋯⋯⋯⋯⋯⋯⋯⋯⋯⋯(104)

第六节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机构⋯⋯⋯⋯⋯⋯⋯⋯⋯⋯⋯⋯⋯(107)

第七节政协机关工作机构⋯⋯⋯⋯⋯⋯⋯⋯⋯⋯⋯⋯⋯⋯⋯(1 12)

第三章 中共政协组织⋯⋯⋯⋯⋯⋯⋯⋯⋯⋯⋯⋯⋯⋯⋯⋯⋯⋯(116)

第一节中共政协党组⋯⋯⋯⋯⋯⋯⋯⋯⋯⋯⋯⋯⋯⋯⋯⋯⋯(1 16)

第二节中共政协机关党支部⋯⋯⋯⋯⋯⋯⋯⋯⋯⋯⋯⋯⋯⋯(118)

附：政协机关工会组织⋯⋯⋯⋯⋯⋯⋯⋯⋯⋯⋯⋯⋯⋯⋯(11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富阳市政协志

第二编政协会议

第一章 全体委员会议⋯⋯⋯⋯⋯⋯⋯⋯⋯⋯⋯⋯⋯⋯⋯⋯⋯⋯(123)

第一节第一届委员会全体会议⋯⋯⋯⋯⋯⋯⋯⋯⋯⋯⋯⋯⋯(123)

第二节第二届委员会全体会议⋯⋯⋯⋯⋯⋯⋯⋯⋯⋯⋯⋯⋯(126)

第三节第三届委员会全体会议⋯⋯⋯⋯⋯⋯⋯⋯⋯⋯⋯⋯⋯(128)

第四节第四届委员会全体会议⋯⋯⋯⋯⋯⋯⋯⋯⋯⋯⋯⋯⋯(130)

第五节第五届委员会全体会议⋯⋯⋯⋯⋯⋯⋯⋯⋯⋯⋯⋯⋯(133)

第六节第六届委员会全体会议⋯⋯⋯⋯⋯⋯⋯⋯⋯⋯⋯⋯⋯(136)

第二章 常务委员会会议⋯⋯⋯⋯⋯⋯⋯⋯⋯⋯⋯⋯⋯⋯⋯⋯⋯(138)

第一节第一届常务委员会会议⋯⋯⋯⋯⋯⋯⋯⋯⋯⋯⋯⋯⋯(139)

第二节第二届常务委员会会议⋯⋯⋯⋯⋯⋯⋯⋯⋯⋯⋯⋯⋯(142)

第三节第三届常务委员会会议⋯⋯⋯⋯⋯⋯⋯⋯⋯⋯⋯⋯⋯(145)

第四节第四届常务委员会会议⋯⋯⋯⋯⋯⋯⋯⋯⋯⋯⋯⋯⋯(148)

第五节第五届常务委员会会议⋯⋯⋯⋯⋯⋯⋯⋯⋯⋯⋯⋯⋯(152)

第六节第六届常务委员会会议⋯⋯⋯⋯⋯⋯⋯⋯⋯⋯⋯⋯⋯(156)

第三章 主席会议⋯⋯⋯⋯⋯⋯⋯⋯⋯⋯⋯⋯⋯⋯⋯⋯⋯⋯⋯⋯(159)

第一节第一届委员会主席会议⋯⋯⋯⋯⋯⋯⋯⋯⋯⋯⋯⋯⋯(159)

第二节第二届委员会主席会议⋯⋯⋯⋯⋯⋯⋯⋯⋯⋯⋯⋯⋯(161)

第三节第三届委员会主席会议⋯⋯⋯⋯⋯⋯⋯⋯⋯⋯⋯⋯⋯(162)

第四节第四届委员会主席会议⋯⋯⋯⋯⋯⋯⋯⋯⋯⋯⋯⋯⋯(166)

第五节第五届委员会主席会议⋯⋯⋯⋯⋯⋯⋯⋯⋯⋯⋯⋯⋯(170)

。第六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会议⋯⋯⋯⋯⋯⋯⋯⋯⋯⋯⋯⋯⋯(175)

第三编工作记述

第一章 履行三大职能⋯⋯⋯⋯⋯⋯⋯⋯⋯⋯⋯⋯⋯⋯⋯⋯⋯⋯(183)

第一节政治协商⋯⋯⋯⋯⋯⋯⋯⋯⋯⋯⋯⋯⋯⋯⋯⋯⋯⋯⋯(183)

第二节民主监督⋯⋯⋯⋯⋯⋯⋯⋯⋯⋯⋯⋯⋯⋯⋯⋯⋯⋯⋯(200)

第三节参政议政⋯⋯⋯⋯⋯⋯⋯⋯⋯⋯⋯⋯⋯⋯⋯⋯⋯⋯⋯(208)

第二章 提案工作⋯⋯⋯⋯⋯⋯⋯⋯⋯⋯⋯⋯⋯⋯⋯⋯⋯⋯⋯⋯(230)

·2·



目 录

第一节委员提案⋯⋯⋯⋯⋯⋯⋯⋯⋯⋯⋯⋯⋯⋯⋯⋯⋯⋯⋯(230)

第二节提案处理和表彰⋯⋯⋯⋯⋯⋯⋯⋯⋯⋯⋯⋯⋯⋯⋯⋯(234)

第三节常委会建议案⋯⋯⋯⋯⋯⋯⋯⋯⋯⋯⋯⋯⋯⋯⋯⋯⋯(236)

第三章 调研服务⋯⋯⋯⋯⋯⋯⋯⋯⋯⋯⋯⋯⋯⋯⋯⋯⋯⋯⋯⋯(242)

第一节常委会调研⋯⋯⋯⋯⋯⋯⋯⋯⋯⋯⋯⋯⋯⋯⋯⋯⋯⋯(242)

第二节委、组活动⋯⋯⋯⋯⋯⋯⋯⋯⋯⋯⋯⋯⋯⋯⋯⋯⋯⋯(254)

第三节服务社会⋯⋯⋯⋯⋯⋯⋯⋯⋯⋯⋯⋯⋯⋯⋯⋯⋯⋯⋯(261)

第四章 团结联谊⋯⋯⋯⋯⋯⋯⋯⋯⋯⋯⋯⋯⋯⋯⋯⋯⋯⋯⋯⋯(264)

第一节 “三胞”联谊⋯⋯⋯⋯⋯⋯⋯⋯⋯⋯⋯⋯⋯⋯⋯⋯⋯(264)

第二节民族宗教工作⋯⋯⋯⋯⋯⋯⋯⋯⋯⋯⋯⋯⋯⋯⋯⋯⋯(270)

第三节落实委员政策⋯⋯⋯⋯⋯⋯⋯⋯⋯⋯⋯⋯⋯⋯⋯⋯⋯(275)

第四节横向联系⋯⋯⋯⋯⋯⋯⋯⋯⋯⋯⋯⋯⋯⋯⋯⋯⋯⋯⋯(277)

第五章 学习宣传⋯⋯⋯⋯⋯⋯⋯⋯⋯⋯⋯⋯⋯⋯⋯⋯⋯⋯⋯⋯(283)

第一节学习内容⋯⋯⋯⋯⋯⋯⋯⋯⋯⋯⋯⋯⋯⋯⋯⋯⋯⋯⋯(283)

第二节学习方式⋯⋯⋯⋯⋯⋯⋯⋯⋯⋯⋯⋯⋯⋯⋯⋯⋯⋯⋯(287)

第三节宣传工作⋯⋯⋯⋯⋯⋯⋯⋯⋯⋯⋯⋯⋯⋯⋯⋯⋯⋯⋯(289)

第六章 文史征编⋯⋯⋯⋯⋯⋯⋯⋯⋯⋯⋯⋯⋯⋯⋯⋯⋯⋯⋯⋯(291)

第一节规划征集⋯⋯⋯⋯⋯⋯⋯⋯⋯⋯⋯⋯⋯⋯⋯⋯⋯⋯⋯(291)

第二节编辑出版⋯⋯⋯⋯⋯⋯⋯⋯⋯⋯⋯⋯⋯⋯_⋯⋯⋯⋯(292)

第三节交流服务⋯⋯⋯⋯⋯⋯⋯⋯⋯⋯⋯⋯⋯⋯⋯⋯⋯⋯⋯(294)

第七章 机关工作⋯⋯⋯⋯⋯⋯⋯⋯⋯⋯⋯⋯⋯⋯⋯⋯⋯⋯⋯⋯(296)

第一节信息工作⋯⋯⋯⋯⋯⋯⋯⋯⋯⋯⋯⋯⋯⋯⋯⋯⋯⋯⋯(296)

第二节文秘档案⋯⋯⋯⋯⋯⋯⋯⋯⋯⋯⋯⋯⋯⋯⋯⋯⋯⋯⋯(298)

第三节后勤服务⋯⋯⋯⋯⋯⋯⋯⋯⋯⋯⋯⋯⋯⋯⋯⋯⋯⋯⋯(298)

第四节自身建设⋯⋯⋯⋯⋯⋯⋯⋯⋯⋯⋯⋯⋯⋯⋯⋯⋯⋯⋯(299)

第八章 社团活动⋯⋯⋯⋯⋯⋯⋯⋯⋯⋯⋯⋯⋯⋯⋯⋯⋯⋯⋯⋯(301)

第一节政协联谊会⋯⋯⋯⋯⋯⋯⋯⋯⋯⋯⋯⋯⋯⋯⋯⋯⋯⋯(301)

第二节政协书画院(会、社)⋯⋯⋯⋯⋯⋯⋯⋯⋯⋯⋯⋯⋯(303)

·3·



富阳市政协志

第三节政协艺术团⋯⋯⋯⋯⋯⋯⋯⋯⋯⋯⋯⋯⋯⋯⋯⋯⋯(306)

第四编政协人物

第一章 历届领导⋯⋯⋯⋯⋯⋯⋯⋯⋯⋯⋯⋯⋯⋯⋯⋯⋯⋯⋯⋯(31 1)

第二章 委员选介⋯⋯⋯⋯⋯⋯⋯⋯⋯⋯⋯⋯⋯⋯⋯⋯⋯⋯⋯⋯(324)

第五编文献资料选辑

第一章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讲话选录⋯⋯⋯⋯⋯⋯⋯⋯⋯⋯(347)

第二章 历届政协全会报告选录⋯⋯⋯⋯⋯⋯⋯⋯⋯⋯⋯⋯⋯⋯(386)

第三章 重要文件、规章制度选录⋯⋯⋯⋯⋯⋯⋯⋯⋯⋯⋯⋯⋯(448)

第四章 建议案、调研报告选录⋯⋯⋯⋯⋯⋯⋯⋯⋯⋯⋯⋯⋯⋯(479)

第六编荣誉录

第一章 政协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531)

第二章 提案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534)

第七编附录

一、 民主党派、工商联简介⋯⋯⋯⋯⋯⋯⋯⋯⋯⋯⋯⋯⋯⋯⋯⋯(549)

二、 全国政协、浙江省政协、杭州市政协在富委员名录⋯⋯⋯⋯(552)

三、 政协富阳市委员会历届委员名录⋯⋯⋯⋯⋯⋯⋯⋯⋯⋯⋯⋯(554)

编后记⋯⋯⋯⋯⋯⋯⋯⋯⋯⋯⋯⋯⋯⋯⋯⋯⋯⋯⋯⋯⋯⋯⋯⋯⋯(565)

·4·



概 述

概 述

富阳市位于杭州市西南近郊，东接萧山区，南连诸暨市，西倚桐庐县，北

与临安市、余杭区和西湖区毗邻。富阳属丘陵地区，素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

说。总面积1831平方公里，总人12163万，辖6个乡、15个镇、4个街道。

富阳古称富春，秦始皇赢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县，因境内有富春

江而得名。东晋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为避简文帝生母郑太后阿春讳，改称

富阳。

富阳山水秀丽，人文辈出。古有“造纸之乡”、今有“浙江光谷”的美

誉。1994年撤县设市。现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

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浙江省文明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国百强县(市)

第30位(2006年)。山水人文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融合，使富阳这座古县新市焕发

出青春的光彩，充满生机和活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富阳市委员会，简称政协富阳市委员会或市

政协。1984年3月，顺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和统一战线工作需要，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富阳县委员会宣告成立，1994年3月，随富阳撤县设市而改今名。截止

2007年2月，富阳政协已经走过二十三年的历程，历经六届。第一届至第三届，

每届任期3年；第四届至第五届，每届任期5年；第六届任期4年。按照政协章程

规定，市政协设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常务委员会为市政协常设

机构。

市政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浙江省富阳市的地方组织，是富阳人民

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共富阳市委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

也是富阳人民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她团结全市各族和各界人士，为巩同、发展爱国统一

战线，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独特作用；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振兴中华、统一祖国，为推进富阳改革、发展、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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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加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市政协的建立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重视和

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因此，市政协成立之初，则以主要精力认真贯彻

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

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遵循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积极协助县

委，为政协委员、民主人士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相关政策。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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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工作开始进人全新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通过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精神，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把握团结、民主

两大主题，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主要职能。为加快富阳

的现代化建设，推进富阳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同时，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协工作的有关决定和意见，进

一步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与香港、澳门的联系、海峡两岸的交流和祖国统一

大业。并在政协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自身建设方面取得明显进步o

1984年3月，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17个界别的101名委员组

成。一届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共23名，组成

常务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形式为以后历届市政协所沿用，但界别数和委员数每届

有增加或调整。第二届开始，基本稳定在21个界别。参加历届委员会的委员有中

国共产党的代表，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工商

界的代表，有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新闻出版界的专家，有少数民族

和宗教界的代表，有归国华侨、港澳台同胞的代表和其他爱国人士等。委员具有

广泛的代表性，标志着富阳市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和各种爱国力量的大团结。

市政协一至六届期间，国家正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市政协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以团结和民主为主题，履行职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为

富阳的改革、发展、稳定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建言立论，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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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力。

市政协一届期间，根据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和省、市委的有关指示精神，

在政协委员和其他统战人士涉及的历史遗留问题的落实政策中，配合有关部门做

了大量工作，为国民党军政人员傅立贤、孙仁山，宗教界人士汪荣棠、台湾同胞

夏祖绳等一批政协委员和其他统战人士涉及的历史遗留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政策遗留问题及其他政策问题，进行复查，作出结论，分别不同情况按照政策做

好善后工作。 “落实一个人，团结一大片”，落实政策工作促进了安定团结、生

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了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为建设祖国、统一祖国献智出力

的积极性。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市政协从成立开

始，就如何履行好主要职能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进行探索。1985年，政协就向

中共富阳县委提交了《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经常性制度化的几点意见的报

告》，获县委批转，下发全县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1990年6月，为贯彻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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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县政协制定《政协富阳县委员会

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并经三届三次常委会议通过，就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的目的、主要内容、主要形式、范围作出了规定，明确提出“政治

协商一般应在决策之前进行，民主监督应贯穿于决策和实施的全过程”，为政协

履行主要职能奠定了基础。1995年1月14日，全国政协正式制定《关于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下称《规定》)。同年9月17日，市政协根

据全国政协的《规定》，结合富阳实际，又制定了《政协富阳市委员会关于政治

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并经市政协四届十六次常委会议通过。明

确提出： “政治协商是对全市的大政方针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

大问题在党委决定、人大通过、政府实施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

大问题进行协商”o“民主监督是通过建议和批评，对国家法律和法规的实施，

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本市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经常性的监

督”o“参政议政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拓展和延伸”o其内容更加丰富，形

式更加多样，方法更加灵活。《规定》还就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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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式和有关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使市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

职能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2003年11月，中共富阳市委根据中共杭州市

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若干意

见》，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

实施意见》，提出要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三化”建设；进一步规范政

治协商程序；着力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努力健全参政议政反馈制度等要求，市政

协履行主要职能的“三化”建设不断得到完善和深化。

政治协商作为人民政协最早确立的一项主要职能，在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

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协全体委员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和主席会议是履行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的主要形式。政协全体委员会议是政协委员在

最高层面上履行职能，主要内容有：听取和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提

案工作报告；列席人民代表大会，听取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法院和检察院工作报告等。对上述各项报告，委

员们在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提出意见和建议。党委、政府领导和党、政机关各

部门负责人，通过参加委员小组讨论、列席全体会议的大会发言，直接听取意

见，共同协商问题。政协常委会会议，每季度举行一次，其主要任务是：协商决

定常委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协商讨论富阳的大政方针、重要事务和群众生活中

的重要问题；听取和讨论党委、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重要报告和重大活动；审议

政协重要的视察报告、调查报告和建议案；协商决定本届和下一届政协的参加单

位、委员名额和人选。1988年起，政府开始将《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稿)》和事

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事先提交政协常委会讨论，征求意见，做到协商在决策之

前。此外，主席会议和各专门委员会会议，也常对有关问题进行协商。市委、市

政府制订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和重大的行政区划调整、机构

改革和人事调配方案等也通常提交政协主席会议或常委会议讨论并听取意见。逐

步形成了全体会议宏观协商，常委会议专题协商，主席会议重点协商的格局。

如：1986年6月，县政协一届十四次常委会议听取县计委《关于我县“七五”计

划安排情况》的通报，常委们在协商讨论中提出：计划视角不够宽广，立足点欠

高，缺乏统盘考虑；对全民和集体企业安排得比较具体，对农业、乡镇联户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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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企业重视不够；对经济效益比较重视，而对基础作用、发展后劲、社会效益注

重不够；对环境效益缺乏很好考虑。这些意见成为“七五”计划修改时的很好参

考。1991年3月，县政协三届二次全会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和富阳县《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纲要和八五计划草案》的报告，并在三届七次常委(扩大)会

议上就上述报告进行了讨论协商，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随后，市政协发起

“我为八五献一计”活动，并于次年3月三届三次全会前，召开为“八五”规划

献计大会，归纳79条意见建议，提交市政府，获得高度赞扬。2004年8月，市政

协六届十四次主席会议，在听取市建设局关于《富阳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汇报

后，提出：分区规划要与总体规划有机衔接，加强分区规划调整力度，确保总体

规划的全面贯彻；做好“显山露水”文章，突f_}{山水城市特色；村庄的迁移整

合，要充分考虑历史沿革和风俗习惯，经济的相对平衡、生活和管理的相对便

利，要做好成本核算，考量社会、经济、文化等的综合利弊关系等。这些意见

均在两个规划中得到体现。在这些协商中，委员们建言献策，发挥“智囊”作

用，不少意见和建议被采纳，体现在党委、政府的报告、文件和各项工作的决

策之中。

市政协的民主监督工作经常与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活动密切结合，往往

在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过程中，委员们通过大小会议发言，提出提案、建议案，

或采用调研报告、信息反映等实行民主监督。进行具有检查监督性质的视察活动

是履行这项职能的主要形式之一。历届政协的委员视察、调研活动都十分活跃，

各类视察活动近千次，参加视察委员达8000多人次，撰写视察检查报告400多

份。1998年5月，市政协会同劳动、环保等部门及相关乡镇，对三山、渌渚两镇

石英砂厂矽肺病防治工作进行视察检查，针对有7家石英砂厂存在干法开采加

工、粉尘浓度严重超标、对民工没有健康防护措施等问题，提出应依法停业整

顿，对工人进行健康检查，并督促两镇妥善处理善后事宜。1998年后，把反映社

情民意为内容的信息工作，作为加强民主监督的一项经常性措施来抓，并为此创

办《委员反映》刊物，不少重要社情民意得到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落实，许

多信息被政府有关部门采纳。为了加强民主监督力度，探索民主监督新途径，五

届政协和六届政协还经过缜密安排，选择市民普遍关心的富春江黄沙采挖和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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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问题，组织专题视察监督。2005年1 1月，市政协针对市民对生活用水方面的反

映，组织委员对城区供水工作进行民主监督。在听取汇报、实地视察后，召开多

个层次、各个方面代表参加的座谈会，然后就管理机制、资金运作、供水质量、

供水服务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求市政府、有关部门和供水单位专题研究，

落实整改措施。这项活动历时一个月，获得较好效果。另外，如限制富春江黄沙

采挖和贯彻国务院关于清理乱收费条例等，都进行专项民主监督，产生积极作

用。从市五届政协开始，每届有数十名政协委员被聘请为政府有关部门的行风监

督员，在主管部门的统一组织下，参加行风监督、评议，反映群众意见和呼声，

参与“满意不满意单位”的评选，较好地发挥了民主监督的作用。

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的拓展和延伸，是新时期人

民政协工作职能的新发展和新概括。参政议政，正式见诸文件是1994年3月修订

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市政协自成立始，就不断探索并有所拓展。

其主要形式：一是围绕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组织各委、组开展调查研究，外出考察取经，形成调研

考察报告，供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参考；二是依靠政协涉及面广、人才荟

萃的优势，通过委员提案等形式，建言立论，献计献策，这是政协委员履行职能

的重要形式；三是对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和党委、政府关注的难点问题，由主席

带头，组织常委和各专门委员会通过反复调查论证，写出专题报告，形成重要建

议案，提交党委、政府参考。如：1992年6月，政协三届十三次常委会议向县政

府提交了《关于将杭富公路富阳段改建成一级汽车专用公路的建议》。从改革开

放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科学分析，并从改造方案、经济效益、前期准备、

资金筹措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得到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积极组织实

施，1995年建成省内第一条高等级“四自”公路。1998年4月，市政协五届二次

常委(扩大)会议，针对富阳市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形势，在充分考察调研

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进一步鼓励我市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建议案》。指

出：要进一步提高对个体私营经济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重新制定鼓励和引导

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成立个体私营企业领导小组或协调小组，加强对

个体私营企业的协调、引导、管理和服务工作。随着参政议政的不断深化，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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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建言立论、献计献策的热情也日益高涨，数量、质量不断提高，内容涵盖面

也不断扩大。

第一届至第六届政协的23年间，市政协履行职能经历了一个不断实践和提

高的过程，随着政协履行职能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共富

阳市委和市政府越来越注重发挥市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作用，

注重围绕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和“三个文明”建设以及全市人民关心的重大问

题，与政协通报情况，听取意见，进行协商。

提案工作是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一个重要

方面，它是参加政协的党派、团体和政协委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

大业献计出力、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协助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与各界人士联系，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一条重

要渠道。提案是政协委员一项特有的民主权利，也是人民政协独具特色的工作之

一。市政协从一届开始就设立提案委员会，四届政协改设学习文史提案委员会，

六届政协(2004年)恢复单设提案委员会，提案工作始终列人政协工作的重要议

事日程。1990年12月14 13，政协三届五次常委会议通过了《富阳县政协提案工作

试行条例》，1998年4月24日，政协五届二次常委会议又通过了《政协富阳市委

员会提案工作条例》。这两个条例，经过实践总结，修改完善，对提案工作的指

导思想、组织机构和职责、委员提案要求、提案的审查立案、办理和反馈等方面

都作了明确规定。从第一届到第六届，政协委员提案累计3298件，质量不断提

高，党派、团体等集体提案逐年增加，日益得到党政领导和各部门的重视。这些

提案，经承办单位处理、采纳和实施后，不仅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也推

动党政机关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作风，在富阳市改革、发展、稳定和促进物

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委员提案基础上，市政

协本着“少而精”和“重大、迫切、可行”的原则，先后以常委会名义向政府提

交建议案40件。市政府对政协建议案高度重视，专题研究，分别指定领导负责，

并向政协常委会通报落实情况。因此，建议案极大部分都被采纳、付诸实施并取

得明显成效。

反映社情民意作为委员提案的补充，有不受时间限制、针对性强、处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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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特点，市政协创办的《政协委员反映》刊物为政协委员履行职能、为党政领

导了解民情、体察民情、集中民智提供了平台，也为基层干部和群众急需解决的

困难和问题提供了反映渠道。1998年8月至2006年末，市政协收到反映社情民意

的委员反映40余条，如“红色罚款单”、“抢救性维修文保单位孙氏家庙"等，

都得到及时解决，发挥了政协的桥梁纽带作用。获得市委、市政府的重视，解决

了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

市政协始终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各

人民团体的作用，有力促进了富阳的三个文明建设。团结联谊工作是体现人民政

协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重要工作。随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

贯彻，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成

为新时期政协工作的重要领域。市政协还把少数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纳入重要议

事日程。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还建立了政协联谊会、政协书画院、政协艺术

团等组织，作为政协工作的拓展和延伸，既丰富了政协的活动内容和形式，也达

到更广泛地团结各界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我国改革、建设和祖国统一大

业服务的目的。参与组织杭州地区县(市、区)政协工作研讨会，并不断扩大与

省内外兄弟县(市、区)的横向联系，达到广交朋友、沟通信息、交流经验、促

进政协工作的目的。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最具特色的工作之一。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就建

立文史工作组，后改为文史资料委员会，开始文史资料的征集、编印工作。市政

协四届开始改设学习文史提案委员会，至2004年6月市六届政协期间，调整为文

史和教文卫体委员会。政协文史工作牢记“存史、资政、团结、育人”宗旨，针

对富阳实际，从征编“三亲”资料进而挖掘地方历史文化，成果丰硕。一至六届

期间，共编撰出版文史资料17辑约150万字，并有约20万字的资料被上级政协文

史书刊所采用。政协文史工作还不断拓展，特别是在东吴文化公园、龙门古镇文

化陈设的策划布置等文化建设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关

注和好评。

注重学习和培训，是市政协贯穿始终的课题。历届市政协经常组织政协委

员和有关人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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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重要思想，学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时事政治、学习统一战线和

政协工作理论，使委员开阔视野、增进共识，提高委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增强参

政议政能力。

20多年来，市政协在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独特作用，为人

民政协事业发展，为富阳的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时

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继往开来，任重道远。相信市政协在中共富

阳市委的领导和上级政协的指导下，不断开拓创新，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更好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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