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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合肥市政协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安徽省合肥市委员会的专题志书。本着

“广征、核准、精编’’的方针和“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征集、整理，采取文

字记述与图、表相结合的形式，记载了政协合

肥市委员会行政机构沿革、重要活动及领导人
更迭等的基本情况。 ，

．

二、本志时间限断，上自1 949年9月，下
至1987年12月。

三、本志分为六章。主体部分为“概述”、

“机构沿革”、 “历届政协会议”、 “主要工

作”、“大事记”、“人物简介”，其中“人物简

介”收录历届已故的主席和副主席。对于市政

协历届领导人名录排列次序，均按原有文献资
料名录次序排列。

四、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中，曾出现

过一些“左”的倾向。但我们在“主要工作”和
卅大事记”中，仍按当时的记载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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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档案馆、市档

案馆，省图书馆、安徽日报社和市政协档案室’

所存有关的档案资料，以及有关的口碑资料。。
六、由于解放初期文件资料不金， “文化

大革命”中资料又有散失，加之征编水平有
限。难免出现疏漏和差错，敬请领导同志和知

情者予以指正，以便修改补充。·

一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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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合肥市委员

会(简称政协合肥市委员会或市政协)是人民

政协的地方机构，是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人

民政协根据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

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荣

辱与共穆的方针，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

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

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

． 政协合肥市委员会，诞生于1955年2月22

日。其前身是合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

员会(简称市t办商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9

月，当时它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1954年7

月，合肥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市协

商委员会不再具有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设机构

的职能，但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

在和发挥作用。 ～

‘

·

。

l 955年2月，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章程》，成立了政协合肥市委员会。它的最高

权力机关是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它的常设机构

是历届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及其所属的秘书处



(‘办公室)和各工作委员会(组)。它从诞生

的第一天起，就和合肥市人民同呼吸、 共命

运，经历了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战斗历程。

．在建国初期的五年里，市协商委员会对

，于团结、动员全市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反

对国内外敌人，实行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国

+民经济，扩大统一战线，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完成了《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赋予的历史使命。
‘

自1．955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一年时间

里，市政协从第一届至第五届，共召开过九次

全体委员会议，每届委员人数都有增加，团结
面不断扩大。从1958年lo月市政协第二届第·

次会议起，政协会议与人大会议同时召开，政

协委员列席人大会议，听取和讨论政府工作报

告及其他报告，和人民代表一起共商国事。·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政协工作受到了

“左”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曲折。1 966年“文

化大革命”开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疯狂

破坏统一战线，使很多党内外同志遭受迫害，

政协被迫停止了活动。 t

．

．

、 1975年9月，政协合肥市委员会开始恢复



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政
协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1980年1月，市政协在

中断活动十多年之后，召开了具有广泛代表性

的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参加的界别和单

位由五届的21个增加到26个，委员人数由五届

225人增加至1J412人。1983年7月，市政协召开了

第七届第一次会议，这届委员会又有新的发展，

由28个界别和单位的482名委员组成，其中党

外人士289名，占59．9％。这个时期，市政协贯

彻了大团结大统一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了人民

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广交

朋友和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积极参

加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运用各种形式为经济

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献计献策，帮助和依靠各

民主党派开展各项活动，落实委员政策和其他

方面的统战政策，加强了同台湾同胞、港澳同

胞、海外侨胞和去台人员在祖国大陆亲属的联

系，促进了祖国统一联谊工作的开展，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开创了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

·’1984年，合肥市三个市区和郊区相继建立
了政协机构，分别召开了首届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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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机构沿革

1949年9月，合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首

届会议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常设机构一一合肥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下设秘书

处，潘月峰任秘书长，李晓凤任副秘书长。

1950年7月，常务委员会改称协商委员会，增

设学习、市政建设、公私关系、摊贩管理、卫

生、劳资关系、文化教育、救济失业工人等8

个委员会。1954年3月，张维克接任秘书长，
彭履祥任副秘书长， ；．；

1 955年2月，政协合肥市委员会正式成

立。机关设立秘书处和学习委员会，编制4人。

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维克兼秘书长，彭覆祥(专

职)、吴建东、邓筱如为副秘书长。1 956年9

月，改选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范为兼秘书长。

， 1958年lo月，市政协二届一次常务委员会

会议，决定彭履祥(专职)、夏继诚、梁慧德

(女)任副秘书长。1956年二届二次常务委员

会会议，决定设立政法、工商、文教、民族宗教

4个工作组。1960年增设科卫、妇女、文艺、



文史资料4个工作组：’机关驻地淮河路304号。’；

196t年1 2月，市政林三届一次常务委员会

议，决定彭履祥(专职)、张建生、夏继诚、．

宋在民、一罗幸理(专职)任副秘书长。

1965年12月，?市政协五届一次常务委员会

会议，决定彭履祥(专职)，孙仁(专职)、宋

在民、夏继诚、张建生任副秘书长。
’

．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政协工

作被迫中断。 ’．

”

1975年9月，政协机关恢复工作，下设办

公室，定编7人。高佃杰任办公室主任，徐伟

任副主任。1977年之后，先后任命高佃杰、郝

济世、沈沫、张秀阁、张海秀为专职副秘书长。

1978年11月，根据中共合肥市委的决定，政协

建立了中共党组，市委副书记王化东兼任党组

书记，顾浩任党组副书记。1979年5月，恢复
和建立了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药卫生、

工商、妇女、民族宗教、对台宣传、文史资料

等9个工作组。 ‘．

，．

， 。1979年8月，徐伟任办公室主任，刘作普

任副主任。“．‘ ?
，

t

：

‘

1980年5月，市政协六届一次全体会议



后，市委副书记丁之兼任市政协党组书记，椿

德、张振声、范为任党组副书记。范为兼秘书

长，沈沫(专职)、郝济世(专职)、孙仁

(专职)、张秀阁(专职)、张海秀(专职)、

宋在民、张建生、杨卫(专职)任副秘书长。

徐伟、沈沫、杨卫先后任办公室主任。机构设

置：办公室(辖秘书科、业务科)和学习、文史资

料研究委员会及科技、教育、文化、医卫、工商、

城建、法制、民族宗教、妇女、对台工作等lo

个工作组，机关编制25人。
1983年7月，市政协乜届一次全体会议召

开，同时进行机构改革，由王荣华任党组书记，

丁邦益、范为任党组副书记。范为兼秘书长，

杨卫(专职)、何桂荣(专职、女)、张善瑞、

刘秉钧、周翠梅(女)，李海、郭鑫任副秘书长。

刘作普任办公室主任。机关定编48入。机构设

置：办公室和学习、文史资料研究、提案工

作、祖国统一工作、工作组委员会及科技、教
育、文化、医卫、工交、财贸、农业、城建、

法制、，妇女、民族宗教等11个工作组。办公室，

下辖秘书科、行政科，并辖5个委员会的办公

室。工作组委员会协调1 1个工作组。 一



1984年10月，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常

委周军兼任政协党组副书记。

1986年4月，杨卫接任政协秘书长，黄永

寿、张庆奎任政协办公室副主任。

7



8 匦艟长寝暴世H廿。④⑦H

婶蜡黼悟暮如器如恒叁。瘿餐磁<皿导



中困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合肥市委员会

1986年工作机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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