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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杨文忠

2003年岁末，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族人民隆重热烈地度过了她的50岁生日庆典。50

年来，德宏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开拓进取，使昔日这个“瘴疠之

区”的德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步建成了一个政通人和、百业兴旺、人们向往的地

方——美丽的孔雀之乡。

伴随着自治州前进的步伐，德宏州政协已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半个世纪以来，

州政协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突出“团结、民主”两大主题，在中共德宏州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

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发挥政

协联系面广、人才荟萃的优势，为德宏州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作出了

卓越的贡献。在1966年以前的岁月里，委员会团结全州各族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认真贯彻党

的统一战线政策，开展广泛的政治协商，顺利地实现德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维护边境地

区的稳定，在促进民族团结、巩固边防，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

献。“文化大革命”十年，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遭到全面破坏，州政协组织被迫撤销。1978年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德宏州的统一战线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1983年以来，恢复组

织后的历届委员会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职能作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和健全工作机构，

改善组织构成扩大委员界别。从德宏州“边疆、民族”的实际出发，把工作重点放在民族、宗

教、“三胞”及党外知识分子四个方面，发挥委员的整体功能，紧紧围绕服从服务于全州经济建

设这个中心全面开展政协工作，为全州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边境贸易、发展非公有制

经济、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加快工业发展步伐、推动山区人民脱贫、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

以及自治州大政方针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视察考察活

动。建言立论，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且具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促进了全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在进人新的历史时期中，州政协继续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

族关系，促进宗教活动的正常化，广泛团结归侨侨眷，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增强爱国

主义凝聚力，开展人民外交、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为全面实



州政协志》)，适逢德宏州建

教化”的宗旨，力求客观、

丽市、畹町市政协自成立以

职能及工作纪实等史实，并

走过的光辉曲折的历程，为

党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

通过修志，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求工作规律，无数经验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德宏建州

已经50年了，在这50年里，我们有幸与世纪交会。现在回头看德宏州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

协工作，我们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有许多教训值得汲取。《德宏州政协志》虽然还不能认

真地总结好全面的经验教训，但是它却是我们总结这段历史的一面镜子，是介绍德宏州及其

各县(市)政协几十年发展历程的全书，也是德宏州州情资料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

本书的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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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了“存史育人、

开拓未来”的作用。这是德宏州各族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为州政协今后创造性地

开展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可以告慰前人，有益今人，更重要的是能够

惠及后代子孙。

《德宏州政协志》的编纂出版，得到了中共德宏州委、州人民政府领导以及社会各界的大

力支持，尤其是得到了德宏州政协的老领导、老同志的关爱和悉心指导。编纂人员克服种种困

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深致敬谢!

《德宏州政协志》在编纂过程中，虽然博采了众家之长，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由于

德宏、保山的建制曾经两度调整，其间合合分分，资料轶失，给编纂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难

免有挂一漏万和记述失当之处，诚望读者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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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德宏州政协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翔

实的资料论述德宏州政协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体现政协工作特点，为自治州的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维护祖国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服务，为进一步壮

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好自治州的政协工作服务。

二、本志时间上限自1950年4月，下限至2003年4月州第八届政协任期届满，个别事务其上下限

适当延伸。为了保持以德宏现行建制为基础的史志资料的连续性与系统性，便于人们了解德宏政协的

历史和现状，因此，将保山专区时期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时期的协商委员会也加以记述。

三、本志本着详近略远、详异略同、详州略县的原则，忠实记述自治州政协成立以来的活动。着重

记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州政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广泛团结各族各界人士，维护和发

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民主监督和参

政议政，为四化建设献计出力的事迹。

四、本志坚持秉笔直书，所用史料宁缺存疑，不主观臆断，缺疑之处留待后考补正。

五、本志采用序、述、记、志、图、表、录诸种体裁，以志为主，按篇、章、节、目4个层次记

述。分概述、大事记、历史沿革、自身建设、履行职能及工作纪实、县(市)政协、人物、附录等

篇章。

六、本志《大事记》力求大事突出，要事不漏，取粗舍细。《大事记》采用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

的体例。

七、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对德宏州政协发展有贡献、有影响的过世人物给予立传，时间延伸至

2003年底止。

八、本志行文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为叙述方便，使用时间代名词和采用简称。志书中“同

年”、“同月”、“本年”均承袭上文时间而言。志书中所涉及的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

称，如“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简称《政协章程》； “中国共产党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委员会”简称“中共德宏州委”或“州委”；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委员会”简称“政协德宏州委员会”或“德宏州政协”、“州政协”等。

九、本志一律采用现行法定计量单位。如“公斤”为“千克”。 “公里”为“千米”。

十、本志一律采用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数字书写，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等7个部门联合制订的《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除习惯用汉字表示者，一律采用

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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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少一f

概 述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西部，是云南省8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地处东径97。31’一980
437、北纬23050’一25。25 7之间，其东和东北与保山地区的龙陵、腾冲两县相连，南、西和西北与缅甸联

邦接壤，国境线长503．8千米，总面积11 526平方千米，辖潞西、瑞丽两市和梁河、盈江、陇川三县。

2002年末总人口102．81万人，其中傣、景颇、德昂、阿昌、傈僳5种世居少数民族有53．11万人，占

总人口的51．6％。

远古时期，傣族先民就在德宏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公元前3世纪前后，今瑞丽江流域的各个傣族

部落被统一起来，建立了勐卯古国——勐卯果占璧。西汉属益州郡哀牢地，东汉属永昌郡哀牢县，唐南

诏时属永昌节度，宋大理国时为永昌、金齿部地，元置金齿六路时，有四路在今德宏境内，即茫施路

(今潞西)、镇西路(今盈江)、平缅路(今陇川)、麓川路(今瑞丽)，并设南甸(今梁河)军民府。元

末明初，麓川路发展成为由勐果占璧王国后人执掌的强大地方政权——麓川王国。明正统年间诱发了震

惊全国的“三征麓川”战役，麓川王国被征服后，明王朝在当地设南甸、干崖、陇川宣抚司、盏达、遮

放副宣抚司及芒市、勐卯(瑞丽)安抚司，清康熙年间增设户撒、腊撒两个长官司，清光绪年间再设勐

板土千总，最终形成德宏10个土司的格局，分别属腾越、龙陵厅。民国期间，中央政权推行改土归流政

策，因德宏地处边境，虽先后设弹压委员会、行政委员会、设治局等流官政权(1949年潞西设县)，但土

司根基未受动摇。到新中国成立时，德宏成为全省乃至西南地区土司制度保存最完整的地区。明末清初，

景颇族大量迁入今德宏地区的山区，并形成特有的政治制度——山官制，延续约300多年。土司、山官

制度在其发展历史的一定时期，对推动傣族、景颇族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到了20世纪，它们封

闭、保守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因此，新中国成立时，当地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坝区是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广大山区刀耕火种十分普遍，全境没有一座工厂，没有资本家，小手工业者屈指可数；社会

发育程度不高，地主经济仅在梁河、盏达(今盈江西部)、芒市等地及部分汉族集中的山区出现，封建领

主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在广大景颇、德昂族居住的山区，则保留着氏族公社残余；社会事业发展缓慢，

除少量小学教育外，没有中等教育，更谈不上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医疗卫生落后，疾病流行。

德宏的这一历史现状，决定了德宏解放后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只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

进行，同时也决定了德宏地区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任重而道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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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宏州政协的组织发展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和平解放到1956年4月德宏自治区改为自治州的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会

时期，历时6年。协商委员会是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代行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

会职权。这一阶段又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51—1953年的保山地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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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两年。1950年4月德宏和平解放后隶属保山专区。1950年12月保山地区召开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

表大会。会上成立了保山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协商讨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1951年6月保山

地区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保山地区联合政府，同时还成立了保山地区各族各界

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会。在该年内至次年初，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瑞丽、陇川、盈江、莲山、梁河

相继设县，各县均分别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以取代行政委员会，并成立各县的协

商委员会。1952年保山地区又召开了第三届各族各界代表大会，将联合政府改为人民政府委员会，调

整了保山专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成员，继续保留协商委员会。二是德宏自治区各族各界代表大会协商委员

会，历时3年。1953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并成立自治区各族各界代

表大会协商委员会，在其后的近3年时间里，德宏自治区共召开过4次各族各界代表大会。

第二阶段是从1956年州、县政协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历时10年。1956年4月，

经国务院批准，德宏自治区改为自治州，首届州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州人民政府州长、副州长、法

院院长。州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原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了其历史使命，作为其闭会期问常设机

构的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会亦不复存在。根据国家宪法对统一战线的任务和作用的规定，经

云南省委批准，1956年5月成立了德宏州政协。在州政协建立前后，边疆县的政协委员会也相继成立

(其中政协莲山县委员会于1958年并入政协盈江县委员会)。从此，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在全卅l

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从1956年5月到1966年1月，州政协共历4届委员会。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

始，政协工作受到冲击。在州政协担任领导职务及住会的民族上层及宗教界人士受到批斗、抄家等不公

正待遇，政协工作被迫停止。

第三阶段是从1966年底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是党的政协统战工作受到全面破坏的

时期，1966年底政协工作被迫停止后，民族上层人士受到残酷迫害，副主席多英培、副秘书长排正清

被迫害致死，其后多数民族上层人士被撤职、停发工资并遣送到德宏州或保山地区的农村接受劳动改

造。1968年12月德宏建制被撤销，1970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发文撤销德宏州政协，其后，州和县政协

均不复存在。

第四阶段是从1980年各县政协恢复、1983年州政协恢复至今。这是全州人民政协工作逐步走人健

康发展轨道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国政协、省政协相

继恢复开展工作的情况下，1980年3月，中共德宏州委发出通知：在召开人代会的同时召开政协会，

恢复各县政协组织，人员参照“文革”前的编制调剂解决，以党外有影响的民族上层和宗教界人士为

主。按此通知，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全州县级政协组织全部恢复。1983年4月，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

政协德宏州委员会亦告恢复，并经努力收回原驻地，建盖了办公楼，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德宏的统战政协工作是伴随着德宏的和平解放而起步的。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歼灭云南

全境国民党军队后进驻保山，此前滇桂黔纵队第七支队解放了与德宏毗邻的龙陵、腾冲，人民解放军进

驻边疆势在必然。但为了边疆的稳定，人民解放军和中共云南省委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统一战线政策，

不急于进驻边疆，而是多次派人到芒市、梁河等地与各土司谈判，明之以理，晓以大义。德宏边疆少数

民族的土司头人都具有双重性，他们既是当地人民的统治者和压迫者，又受国民党政府的欺压，在历史

上大多数人始终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完整，在当地人民中有深远的影响力。对解放军的到来，他们感到诚

惶诚恐，一些人已做出外逃的准备。芒市土司代办、潞西县县长方克胜曾企图联合各土司用武力阻拦解

放军进驻。经过大量工作，各土司终于同意接受和平解放，欢迎解放军进驻边境线。1950年4月21日，

解放军进驻芒市，德宏和平解放，这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在德宏地区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1950年5月潞西成立县人民政府，瑞丽、陇川、盈江、莲山、梁河先后成立行政委员会，这是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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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最早的县级行政机关，行政委员会委员多数由当地民族上层人士担任，主任委员全部安排当地土

司。保山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保山地区联合政府和协商委员会以及随后成立的边疆各县联合政府、各

县协商委员会，亦安排了一大批德宏地区的民族上层人士在其中任职。按1952年年末计，被安排担任

副州级领导职务的民族上层人士有19人，担任副县级领导职务的有39人。1953年成立的自治区人民政

府，政府主席由盈江土司、傣族民主革命先驱刀安仁之子刀京版担任。7名副主席中，有6人是民族上

层人士，同时成立的协商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则全部由民族上层人士担任。

自治区成立后，结束了德宏这块土地上从来没有统一行政机构的历史，也标志着德宏地区的工作向

着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向迈出实质性步伐。按照党的“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重大地方事务均交

由协商委员会充分酝酿。1954年第二次各族各届代表会议期间，通过了1954—1955年施政纲要、人民

政府组织条例、发展生产15项具体政策和爱国团结公约；重点讨论了德宏地区的土地改革问题。在全

国已解放5年、经济恢复工作已顺利完成、中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情况下，德宏地区仍然保

留土司制度，这是不现实的，但如果照搬内地土改的做法，必然导致边疆的不稳定。当年12月召开了

全区民族上层和宗教界人士会议，协商土地调整改革政策：对民族上层人士进行“赎买”、政治上给予

地位、经济上给予补助、子女免费保送入学，对家属子女视具体情况或吸收参加工作或发给生活补助

费。这样解除了民族上层人士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从诚惶诚恐甚至暗中阻挠改革转而拥护改革。1955

年7月召开第三次德宏自治区各族各界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德宏自治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条例》，

随即全面展开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工作。经过半年时间，分两批胜利完成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任务。从

此，彻底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劳动人民成了土地的主人。1956年后，又在山区开展

了以互助合作、发展生产、废除山官特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革，通过互助合作，直接过渡到社会主

义。 “和改”和“直接过渡”是德宏解放后完成的重大社会改革任务，彻底废除了延续数百年的土司、

山官制度，政协在其中功不可没。

从州和县政协成立到“文革”为止，这一期间政协的主要工作对象仍然是以团结、改造民族上层和

宗教界人士为主。一是组织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及广大政协委员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改造思

想。州政协实行了委员轮流住会制度，住会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适度参加劳动。通过学习，绝大多

数人完成了从民族上层人士向人民公仆的转变。二是对州内大事进行协商，凡大事都征求民族上层人士

的意见。通过协商统一认识，减少工作阻力，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从而维护了边疆的稳定。三是成立

工作组，开展调查视察，多次组织委员到全州各地参观考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积极为党工作。

这10年中，由于政治运动频繁，政协工作也有过失误，1957年在全国反右斗争中，省委曾明文规

定边疆民族上层人士只进行正面教育，不进行反右斗争，不戴右派分子帽子，但到1958年9月，在极

“左”思想的影响下，全州66名民族上层人士被集中到昆明黑林铺进行“整风学习”，搞残酷斗争，一

些人被戴上了“民族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务嫌疑分子”等政治帽子。这是统战政协工作受

到的首次冲击。1962年州委对统战政协工作进行总结研究，彻底纠正了1958年来的错误做法，对被批

斗及戴上各种政治帽子的民族上层人士赔礼道歉、妥善安置、恢复待遇、退还财物，使政协统战工作又

走上正轨。但到“文革”开始后，政协工作再次受到严重破坏。

1980年各县政协恢复后，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积极参加党委政府部门开展拨乱反正、

落实政策、平反各种冤假错案的工作。全州统战、政协范围内给予平反的人数达790多人，有的补发了

工资，有的补偿了被查抄的财物，有的退回了被没收的私房，有的重新安排了职务，被迫害致死的平反

昭雪，召开追悼会；农村宗教活动恢复正常，被破坏的宗教场所逐步得到恢复重建。通过全面落实党的

统战政策，赢得了人心。

1983年州政协恢复后，继续做好遗留问题的落实政策工作，包括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好凝聚人

心工作，同时积极拓展政协工作新领域。

一是认真抓好学习工作。五届州政协成立学习组，六、七届州政协专设学习委员会，认真组织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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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统战政协知识和科技知识，六届州政协期问形成了芒市地区委员定期学习

制度，七、八届州政协把为每位政协委员订一份《云南政协报》作为落实委员政治待遇的大事来抓，增

强了委员的履职能力。

二是开好政协例会，搞好政治协商。五届州政协以来，纠正了一至四届州政协召开全会不规范的做

法，每年召开一次政协全会形成制度并得到很好落实。在每次全会期间，组织委员认真协商讨论政府工

作报告、财政、计划报告和州中级法院、州检察院工作报告。在制定德宏州第七至十个经济和社会发展

五年计划时，政协委员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得到党委政府采纳。1995年后，州政协每次全会期间在

广泛协商的同时，组织委员代表与党政领导和部门主要领导就政府工作进行面对面的协商，提高了协商

质量。卅I政协还利用每季度一次的常委会、不定期召开的主席会和适时召开专题协商会，就全州经济和

社会事业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

三是积极探索新路子新方法，推进民主监督。由于历史的原因，民主监督长期成为卅I政协工作的薄

弱环节。六届州政协以来，特别是八届州政协以来，州和县(市)政协积极探索，向执法部门选派政协

委员担任监督员、督察(导)员、开展行风评议、组织问卷调查、在常委会上邀请政府部门通报工作并

进行民主评议等方法开展民主监督，收到积极效果。

四是开展调查视察，积极参政议政。五届州政协以来，每年都根据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及群众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数次调查视察活动，调查后写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案供党委政府决策时参考。五届

州政协多次就全州教育情况进行调查，六届州政协对数家困难企业调查后提出建议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七、八两届政协分别于1994年、1998年和2001年连续三次开展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调查，首次调查

帮助个体私营经济确立了应有的地位，第二次调查代州委州政府起草了《关于贯彻(云南省委省政府关

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的实施意见》，第三次调查着重检查省、州发展个私经济政策的落实

情况。三次调查有力地促进了全州个私经济的发展。1983—2003年州政协的调查视察活动涉及全州经济

和社会事业的各个方面。各专门委员会也通过与相关部门对口协商、组织专委会委员调查研究等形式发

挥作用。每次全会期间认真组织委员提出提案，会后交党委、政府相关部门认真办理，20年间共收到

和办理委员提案1 934件。文史委员会除将“文革”前的三册文史资料合辑出版外，继续征编德宏州近

现代史料。到2003年，共出版14辑文史资料，计250多万字。1990年州和潞西县政协倡导重建滇西

抗日战争纪念碑，2001年由州政协牵头，并得到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在全州公路沿线建立了13座滇西

抗战战场遗址碑。1996年后，按州委、州政府的安排，州政协定点挂钩盈江县苏典乡的扶贫工作，为

全州扶贫开发工作做出了努力。

五是继续做好团结工作，促进边疆的稳定。州、县政协恢复后，州、县两级政协的组成人员仍以党

外有影响的民族上层和宗教界人士为主。五、六两届州政协副主席中，民族上层人士占多数。七届州政

协仍保留1名曾任一至四届州政协副主席、 “文革”中被迫外出、1989年从台湾回归的民族上层人士。

八届州政协副主席中有2人是有影响的民族上层人士子女，委员中民族上层人士子女占一定比例。对民

族上层人士遗孀，自1990年以来州政协三次向党委、政府反映增加他们的生活补助费。随着时代的前

进，政协的团结对象扩大到海外侨胞以及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方面。两级政协注意在一些关键时期

和在重要问题上做好安定团结工作。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1991年东欧和前苏联剧变时，州政协

都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做好稳定工作。

六是加强内外联系，为德宏经济建设牵线搭桥。六届州政协以来，根据德宏州旅缅华侨多、侨胞在

全州边境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实际，州、县(市)政协紧密配合侨务部门，发挥政协联系面广的优

势，加强与侨胞的联系，除每年春节、中秋召开联谊性质的茶话会外，多次召开境外侨领、侨商座谈

会。1995年成立州海外联谊会，盈江、陇川、潞西、瑞丽也相继成立海外联谊会，认真帮助侨商侨领

解决困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广交朋友，为招商引资、扩大经济合作积极开展工作，对全州的

经济建设和扩大对外开放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4一



概 述

四

纵观德宏州政协工作的发展历史，有如下经验值得汲取：

一、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是政协工作保持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

德宏州政协自成立之日起，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州政协一至四届委员会主席和“文革”前各

县政协主席均由当时当地党委主要领导兼任。在德宏州政协成立后不久，1957年9月，德宏地委就召开

全州统战工作会议，重点研究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提出了“切实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健全

政协机构和办事部门、政协委员轮流住会、每年召开两次例会、每年组织政协委员视察两次和健全学习

制度”6条措施，这已成为“文革”前10年政协工作的重要内容。1958年出现“左”的错误影响后，

1962年3月，州委总结多年统战工作经验和教训，发出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须继续贯彻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文革”后，州、县政协恢复，主席不再由党

委领导兼任，但在政协内均设党组，负责向州、县党委报告政协工作。1989年1月和1994年9月，州委

两次召开政协工作会议，形成了《中共德宏州委关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领导的意见》，使政

协工作步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二、突出团结民主两大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职能。是政协工作的立足点

德宏是全省为数不多的没有民主党派的地州，政协工作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文革”前及“文革”

后一段时期，政协把工作重点放在团结、改造民族民主人士方面，促进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五至八届

州政协根据新时期统一战线面更宽、任务更重的特点，继续突出团结、民主两大主题，把统战工作拓展

到民族、宗教、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广大党外知识分子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等方面。在政协

界别安排上，除了将中共地方组织和人民团体作为政协的组成单位外，重点安排各族各界代表；在上下

级政协的关系上，州政协注重与省政协的工作联系，同时更注重与县(市)政协的联系。州政协在全州

范围内开展的调查视察活动得到县(市)政协的积极配合，从而促进了州、县(市)政协工作的协调发

展。新时期各县(市)政协又在乡镇一级建立政协联络组，使政协工作深入到基层，并成为全州最广泛

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多年来，政协团结全州各族各界人士，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职能，为德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是政协工作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关键

州政协自成立以来，就注重抓好自身建设。1956年10月，州政协召开会议，制定常务委员会工作

职责，包括“拥护国家宪法；加强各族人民团结；密切同本会委员联系，广泛听取各族公众领袖意见，

向国家机关反映或提出建议；指导各县政协开展好工作；协商国家政治生活中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

要事项；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国家政策和各时期的形势”等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政协更加注

重自身建设，一是抓思想建设。搞好机关和委员的学习，提高履职能力。二是抓制度建设，自六届州政

协开始，先后制定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以及各种规章制度，使政协工作逐步走

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三是抓队伍建设。州、县政协恢复后，两级政协委员达1 000多人，

两级政协机关在职人员100多人。为提高统战政协干部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五、六届州政协先后举办

了三期干部培训班，八届州政协成立不久也召开政协工作研讨会，每年均有不同人次的政协干部参加全

国、省政协举办的培训。通过多年努力，一支较强的政协工作专职队伍已基本形成。四是抓基本建设。

在党委政府的关心下，州、县(市)两级政协的办公、住房、车辆等条件逐步改善，为政协工作的顺利

开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德宏的统战工作和人民政协事业伴随着德宏的和平解放，已走过半个世纪历程，为德宏的建设和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要求，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进程中，德宏的统战政协工作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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