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凰对@委遥Ⅱ工圉压璃I嚣?27j

⑨
彭滓愿贼锔蒜

一I。，一—_—，_m“，●～
，：r”—_-o—““ _I-，摹

aj_j蔫凋qq酒司习目■翱q日{j凋镬¨马

鬟lI曩重譬蠢■蟹tI瓢I垂III譬I豇—譬曩匡



《彭泽县政协志》编纂委员会

二Oo四年六月



谨以

此志纪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彭泽县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



主任：徐长青

副主任：金华 张新初 江先来 方修彭

李永胜 汪立义 周文·

委 员：汪志忠 王文清 何传才 高成阜

段怀明 张玉宝 乔El生 毛桂枝

杨益年

《彭泽县政协志》编辑人员名单

主 编：周 文

副主编：汪立义 汪志忠

编 辑：何传才 杨益年 虞国兴

校对：何传才 虞国兴



主任：徐长青

副主任：金华 张新初 江先来 方修彭

李永胜 汪立义 周文·

委 员：汪志忠 王文清 何传才 高成阜

段怀明 张玉宝 乔El生 毛桂枝

杨益年

《彭泽县政协志》编辑人员名单

主 编：周 文

副主编：汪立义 汪志忠

编 辑：何传才 杨益年 虞国兴

校对：何传才 虞国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依据，几经整

理编写成书。旨在调动广大政协委员的积极性，为振兴中华民族

伟大事业，尽绵薄之力。

二、本志以史实为基础，资料均录自历届政协彭泽县委员会原

始材料及党政有关部门提供的档案，辅以当事人提供素材。为省

略文字，所用资料均不注明出处。

三、本志编写以1984年4月25日政协彭泽县筹备委员会成立

之日起为上限，以2003年12月31日为下限。

四、本志采取章节两个层次，用记、志、图、表、传及照片等形

式，横排纵叙。

五、本志“人物小传”依照生人不入传的原则，入传者均为政协

彭泽县第六届委员会主席会议审定的有代表性人物。

六、本志“委员风采录”，以历届委员为政协工作作出的贡献为

基础，以获市级以上表彰、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作品为依据，只

列表，不著文。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文中所用数字除专有惯用汉字表述外，

其余均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遵循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的编写原则，对资料较少、并

有空缺者，记叙从略。



盛世编志，众望所归o

《彭泽县政协志》在众多同仁的关注和努力下，在政协彭泽县委员会成立

二十周年之际修成付梓，这既是为节日喜庆的献礼，也是一项可以赞道的成

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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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伴随共和国一道诞生成长，风风雨雨走过了55个春秋，起

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我们要在“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必须继续遵循“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人类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党又在自己的党章上庄严地写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o这意味着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实质，就是要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

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士最广泛的团结。新时期爱国统

一战线已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

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最广泛联盟。我们党要永远保持旺盛的、昂扬

向上的革命精神，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奔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就必须

进一步依靠人民政协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各

方爱国人士为之共同奋斗o

《彭泽县政协志》作为一个缩影，记述了在中共彭泽县委的领导下，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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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走过了辉煌的二十周年。二十年来彭泽县政协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主要职能方面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特别是在发挥政协

群体作用方面所作的贡献。县政协成立以来，有近500名政协委员从各个不

同岗位，从社会各个不同角度，为党的事业出谋划策，为振兴彭泽经济默默奉

献，其情其景令人振奋。

存史资治，鉴往开来。二十一世纪是高新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的新

时代。人民政协这个特殊的群体，要进一步动员全体政协委员充分发挥自己

的聪明才智，不辱时代使命，谱写新的历史篇章，继续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大

业立下新的丰碑。

我深信在以后续编新的《彭泽县政协志》时，政协史册将更加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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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彭泽县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是江西省最北陲的门户。地理位置在东经

116022’至116。53’，北纬29035’至30006’之间，属中亚热带和北亚热带边缘过

渡地带，湿润季风气候。全县总面积为1544平方公里，人口35万。县境东与

安徽省东至县接壤，南与本省波阳、都昌县毗邻，西连本省湖口县，北与安徽省

宿松、望江县隔江相望。

彭泽，古属彭蠡之地。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置县。是江西省设县

最早、县名沿用最长的县，至今已2205年。本县地形地貌奇特，地势大致自东

向西北倾斜，南高北低，东南部为一长形山区，浩岳崔巍，山岭重迭，山川尤胜，

风物宜人。县城西南40公里乌龙山下的天然溶洞——龙宫洞，雄奇瑰丽，璀

璨夺目，气势恢宏，遐迩中外。县城北隅的澎浪矶与小孤山隔江相望，碧峰峻

岩，屹立大江两岸，其景壮观，号称“江南第一景”。长江十大名矶之一的马当

矶，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是久负盛名的军事要塞。中部桃红岭，是国家级野

生梅花鹿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野生梅花鹿南方亚种最大的栖息地。彭泽得天

独厚，融名山、名川、名洞、名鹿为一体，使人目不暇接。古往今来，名流志士、

墨客骚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诗文。晋代著名大诗人陶渊明、唐代名

相狄仁杰都曾在这里当过县令。陶县令“不为五斗米折腰”，狄公“忠孝两全，

清正廉明”历为佳语，世代传颂，千古流芳。唐、宋历代名家王勃、李白、白居

易、王之涣、孟郊、苏东坡、王安石、黄庭坚、朱熹、汤显祖、解缙、王十朋⋯⋯无

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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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此留下不朽诗篇和传奇。

彭泽是块革命的红土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南昌、九江、安

庆等地读书的彭泽革命青年学生纷纷回乡与本县爱国师生联合，组织群众集

会、游行，积极宣扬“五·四”精神，唤起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6年

秋，北伐军光复彭泽，把全县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o 1927

年6月，隶属中共九江地委的中共彭泽小组成立，有党员3人，刘明生任组长。

7月上旬，党小组改称中共彭泽支部，主要成员有刘明生、周静轩、汪泽春、欧

阳英等8人，负责人为刘明生o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根据党的

“八·七”会议精神，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革命青年积极组织武装

暴动，1929年初，中共彭泽特支成立，李庚庆任特支书记。在浪溪、浩山一带

山区组织游击队，开展打土豪、斗地主、闹翻身的革命斗争o 1930年9月27

日，邵式平率领红十军进入浩山，帮助建立县苏维埃政权。1934年4月成立

中共彭泽县委，同年6月，经中共闽、浙、赣省委批准，原中共彭泽县委扩建成

立为中共彭泽中心县委，领导彭泽、湖口、波阳、都昌、东流、至德、望江七县人

民的革命斗争，总部设在彭泽浩山兆吉沟。陈开运首任中心县委书记，军事部

长李庚庆兼任游击大队队长，领导七县农民分田分地，开展反“围剿”保卫苏

区的革命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商群组建的江北游击队加入新四军五师，商群任挺进第十

八团长江支队队长，活跃在日占区的长江两岸，消灭日寇有生力量o 1940年1

月，为了迅速壮大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了抗日十人团，以村庄为单位，十人为一

团。抗日队伍聚集1000余人，团结一致，打击日寇，直至日本投降。

解放战争时期，彭泽人民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

沿江船工汇集八宝洲(今棉船镇)英勇护送大军顺利过江。彭泽县城于1949

年4月22日重见天日，是江西省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县城。

解放后的彭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这块154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辛勤耕耘，使彭泽变成著名的“赣北棉乡”，成为全国优质棉、油基地。先后荣

获全国产棉百强县和全国油脂生产先进县的光荣称号。上世纪60年代初，全

国著名植棉劳动模范江善讲(第一届县政协委员)提出“站在家门口，望到天

安门”的爱国主义口号，至今仍激励着棉乡人民奋勇向前。特别是1995年3

月20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全国优质棉基地彭泽县，来到棉船镇，看到这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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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棉乡人说：“希望你们发挥优势，再接再厉，继续

。总书记的话语至今犹在耳边，它将永远激励着彭

。彭泽丰富的自然资源，千年的人文景观，深厚的文

，给人民政协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4月，根据中共九江地委指示，中共彭泽县委着手筹备成立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彭泽县委员会。1984年4月25日成立筹备委员会。1984

年6月23-28日，召开了政协彭泽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

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委员100名，16个界

别。之后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县政协的委员人数及各界别的设立也随之变

化。政协彭泽县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21名，17个界别；政协彭泽县第三届委

员会委员145人，17个界别；政协彭泽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47名，19个界

别；政协彭泽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52人，17个界别。政协彭泽县第六届委

员会委员165人，16个界别。

从一届至六届委员人数增加65名，增长65％，委员中，中共党员比例约

占40％，第四届仅占38％，而非党委员比例始终占60％以上。非党委员增

多，这一变化，充分体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

织，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团体、各界代表人物团结合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特

别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出现新的阶层，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应该充分吸收这些先进人士到政协队伍中来，使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更

加广泛。

一至六届政协工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一届起，经中共彭泽

县委决定，成立了政协党组。各届政协重大活动、人事任免，都经党组集体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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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决定，然后付诸实施。在党组领导下，各届都产生了机关党的支部，具体组

织党员学习，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发挥支部战斗堡垒和保证监督作用。从第

五届起，政协机关退下来的老同志达九名，五届党组决定成立中共彭泽县政协

离退休老干部支部。组织他们学习政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力所能及地参

加政协工作，发挥余热，作出贡献。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成立后，坚持每月召

开一次学习会，每半年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适合老同志身心健康的活动，积

极完成政协在职领导布置的工作任务，受到了各届政协的好评o

(四)

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县政协成立以来，坚持履行职能的主要形式有

例会、组织委员视察、考察、调查，开辟《彭泽政协》(政协简讯)、《委员论坛》、

《社情民意》专刊，选派政协民主监督员等。

县政协成立以来，共召开全会20次，主席会164次，常务委员会94次，共

有72名委员在全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委员提案1287件，《彭泽政协》(政协简

讯)256期，《委员论坛》3期，《社情民意》专刊反映社情民意400条，视察报告

和专题调查报告113件，文字达508，500字。有许多报告得到县委、县政府领

导的重视并有重要批示o

【五)

遵照《政协章程》，历届政协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主席、副主席、常务委

员、委员均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服务。主席及驻会副主席，按县委分工深入农

村、基层蹲点、包片，投入计划生育服务活动和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战斗，尤

其是防汛、抗旱，投入的领导力量和时间最多。1998年抗洪，政协主席、副主

席及政协全体机关干部，60％的政协委员都投入到这场与洪魔的抗争，整整百

日，坚守岗位。有的甚至牺牲了宝贵生命。许多委员坚持“三下乡”活动，开

展科技咨询服务，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只讲奉献。在1998年和1999年捐款

救助灾民中，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捐款3万余元，2001年再次捐款400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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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圆了大学梦o

【六)

团结合作、同舟共济、荣辱与共、肝胆相照是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与作风。

自县政协成立以来，特别是一届政协，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由于政治运动错划的右派及冤假错案均得到平反昭雪。广大知识分子工

作积极性大大提高。中共彭泽县委尤其注重党外人士实职的安排。全县共安

排副科级以上党外人士30名，其中副处级11人，所安排的非党人士在各自的

领导岗位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o

“三胞”联谊活动形成制度。每年中秋、国庆，历届政协都召开了茶话会、

思亲会和座谈会，重大节日举行报告会，元旦春节举行迎春座谈会从未间断。

全县“三胞”达500余人，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广开招商引资渠道，对彭泽经济

振兴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

(七)

加强横向联系，开展友好往来活动，是历届政协工作的一个特色。为了做

好县政协工作，正、副主席几度组团到建国初期就成立了县政协组织的德安、

永修两县取经。之后，又由两名副主席带队去四川、深圳学习兄弟县、市政协

工作经验。县政协成立以来，由主席、副主席带队到外地参观学习共42次，参

加市政协组团学习6次。有4名正、副主席参加全国政协在北戴河举办的地

方政协工作学习研讨班培训。有3名正、副主席参加市政协举办的十九城市

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有2名正、副主席参加市政协组织的赴云贵、北方、南

方的学习考察团。参加这些活动，广交了全国各地政协朋友o 20年来，共接

待了23个省(市)、251个县(市)2792人次政协同仁来彭泽考察指导工作。

通过双向交流，有力推动了我县政协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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