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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为实现

商河跨越发展再立新功。

芳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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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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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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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和优势。

商河县政协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机构和载体，商河县政协在中共商河县委的

领导和济南市政协的指导下，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紧紧围绕全县中心

工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各界人士，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职能，为推动全县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维护安定团结，

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贡献。广大政协委员

认真履行职能，积极建言献策，解放思想，锐意创新，辛勤工作，奋发有为，

讲大局、议大事、献良策、表民意、进谏言、求共识、促发展、干实事，体现

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主人翁精神，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

“精心记下春秋事，留得来人谱新章”。为真实、客观、准确、全面地反

映县政协成立以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充分展示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干部开拓进

取的精神风貌，总结经验，找出不足，使政协工作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经八



届县政协主席会议研究，决定编辑出版《商河政协志》。

回首往事，展望未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商河政协志》记载了

商河县政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活动，如实反映了政协工作的成绩，全面总

结了政协工作的经验，真实地印证了商河县政协发展进步的轨迹。此志书的出

版，对于我们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正确认识“昨天”，深入理解“今天”，更

好奔向“明天”，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政协工作的新特点、新思路、新方法、新

规律，更好地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和谐、祖国统一服务，推进政协工

作不断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政协，前程远大。面向未来，我们信心百倍。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入了一

个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事业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沿着历史的足迹，踏着时代的

节奏，认真履行政协职能、同心协力、勇于创新、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以新

的业绩，谱写商河政协新的篇章。

歪兽怀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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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准则，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全面、

准确、翔实及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时间上限于1981年8月商河县政协成立，下限止于2008年6月，

个别内容略有顺延。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设概述、大事

记、组织、会议、视察调研、提案、委员管理、文史资料与新闻宣传、人物、

附录、编后语。概述、大事记、附录、编后语不入编，其七编按编、章、节、

目记述。

四、本志遵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横排纵写，述而不论的原则。概述采

用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其余均采用记述文体。

五、凡涉及政区、机构等事物的名称，一律采用当时的称谓，初记全称，

后写简称。委员的年龄、文化、界别构成等方面的数据，均采用当届第一次会

议的资料，届中调整的，按调整时的资料。文字和数字的使用均以国家文字工

作委员会正式公布的为准。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数据、时间的书写均采用阿拉伯数字。公历年月

日一律写全称，所用计量采用公制标准。

七、本志《人物》对历届县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按任职时间先后入

编。驻商河县的历届省、市政协委员，以名录形式编入。

八、本志所引资料，多由县档案馆和本单位所存，个别由当事人提供书面

材料，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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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商河县地处济南市最北部，东与惠民县、阳信县交界，西与临邑县相邻、

南与济阳县接壤、北与乐陵市毗连，位于东经116。58 7。117。26 7、北纬

37。06 7-37。32 7之间，总面积1162平方公里，辖1个街道办事处、6镇5

乡，总人口59万。

商河县历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前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

属齐国为麦丘邑。秦为齐郡地，前汉属平原郡枕县、千乘郡湿沃县、后汉属平

原郡般县。三国、两晋、南北朝复属湿沃县，改属乐陵郡。隋朝建立后，于公

元596年(开皇十六年)置滴河县，属棣州。唐改属沧州、德州及乐安郡，五

代因之。宋改滴河县为商河县(即滴字去水旁)，复归棣州。从此县名固定，

沿用至今。金元属沧州，明初属济南府，后属武定州。清初属济南府，1734

年(雍正十二年)改属武定府。民国期间改属岱北道、济南道、武定道、山东

省政府。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属鲁北、冀南、冀鲁边区三专署、渤

海行署二专署及泺北专署。建国初属德州专署。1956年改属惠民专署。1958

年商河、乐陵并为一县，初称商河县，后更名为乐陵县，先后属聊城、淄博两

专署。1961年商、乐分治，恢复商河县，复归德州专署。1990年1月改属济

南市。

历史上的商河，属单一的小农经济，长期贫穷。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

值为2609万元，人均66．3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2555万元，占79．9％。建



国后每年以8．1％的速度递增，但历经曲折，尤其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

命”，曾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商河有

了全面持续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特别是划归济南市后，

商河的各项事业有了稳定快速发展，经济持续年增长17％以上，已经步入了

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勇敢、勤劳的商河人民在这片土地

上孕育了丰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全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商

河鼓子秧歌，被誉为“民族民间文化的奇葩，齐鲁文化的骄傲”。“民间舞蹈艺

术的瑰宝，黄河文化的精华”。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商惠县(由商河、乐陵、惠民、阳信四个县边境组合

的县)抗日民主政府为动员和团结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战，成立了参议会。1945

年2月在花园区(现属乐陵市)召开了商惠县参议员会议，参加会议的议员有

党、政、军、农、青、妇、教育、工商和社会知名人士共140余人。县委书记

叶尚志、县长左栋周、社会各界救国会主任阎华文分别作了报告。会议作出减

租减息、雇工增资和开展生产运动等决议。刘光坦当选为参议长。同年11月

商惠县撤销，参议会终结。1945年9月26日，商河县城攻克。至此，商河县

全境解放，1949年建国后，议政机构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常务委员会行使

职权。

1981年8月24日政协商河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委招待所召

开，商河县政协正式成立。自1981年迄今，商河县政协已历八届。第一届至

第四届，每届任期三年。自第五届起，每届任期五年。为便于组织委员开展活

动，县政协成立之初设立了办公室，负责政协机关的日常工作。1984年6月



增设文史科。1987年5月增设委员联络科。1990年3月增设宣传教育科和社

会调查科，同时在全县21个乡镇建立政协联络室(为正科级单位)。同年9

月政协机关调整为办公室、文史资料委员会、经济科技委员会、学习提案委员

会和社会文化教育委员会。2001年8月增设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2002年1

月，因机构改革，撤销乡镇政协联络室，由乡镇常务副书记负责政协工作。2003

年3月，在全县21个乡镇设立了委员活动组，县直委员按系统分为8个活动

组。2005年1月政协七届三次会议增设秘书长一职。2007年乡镇合并，由21

个乡镇合并为12个乡镇(街道)，政协商河县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分

别在乡镇(街道)和县直机关设立20个委员活动组。政协机关工作机构“一

室五委”，即办公室、学习提案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社会文教委员会、

经济科技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工作机构的完善和健全，使政协的工

作各项工作更加规范，有效地提高了政协履行职能的质量和成效。

商河政协在中共商河县委的正确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

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的方针，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创新、有所作为”的工

作思路，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促进了各项工作协调、

健康、稳步发展，为维护商河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主团结和

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围绕中心，认真履行政治协商职能。商河政协始终坚持围绕党的中

心工作，认真开展各种形式的政治协商。做到“全体会议集中协商，常委会议

重点协商，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专委会议对口协商”。截止2008年初，共举行



28次全委会议，98次常委会议，318次主席会议，着重围绕全县“五年计划"

和远景目标纲要、“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财政预决

算的报告进行讨论协商。针对我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民营企业、县属工

业企业改革与发展、环境保护与治理、城市规划与建设、科教文卫等重大问题，

进行专题讨论协商，提出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发挥优势，认真履行民主监督职能。县政协在2005年、2006年组

织全体政协委员分别对县司法局、民政局、工商局、卫生局进行了民主评议。

并先后推荐一百多名政协委员任法院、检察院、公安、电业、技术监督、城建、

税务、工商、公路、卫生等部门的社会监督员，有力促进了行风、政风建设。

(三)提高成效，认真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商河政协紧紧围绕改革开放、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组织委员开展调查研究，

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等形式，提出了富有

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

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商河政协在履行

职能过程中，始终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开拓中前进，工作领域逐步拓宽，工

作成效日益提高。

(一)提案工作。提案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履行职能

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从一届一次会议至八届一次会议期间政协委员共提出

提案1988件，审查立案1838件。县政协的提案工作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提高质量、讲求实效”的工作方针，狠抓提案质量，重点督促落实。

同时，在县电视台开辟《提案追踪》栏目，对重点提案从提出到办理进行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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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进行了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文史与宣传。征集、研究和编辑、出版文史资料，是政协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起步

于第二届政协，至今共编辑出版《商河文史》1-6辑(其中第五辑被评为全省

优秀文史资料图书三等奖，第六辑被评为优秀奖)，2007年出版了《商河县政

协工作概览》。通过编印简报《商河政协》、在电视台创办《政协委员风采》栏

目、积极向新闻单位投稿、政协宣传工作会议等形式，不断加强政协宣传工作

的力度，提高了商河政协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三)工作创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县政协不断总结经验、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积极探索新时期政协工作新途径，使政协工作充分体现时代性，把

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一是理论学习有了新成效。县政协领导班子率先垂范，

坚持每周半天的学习制度。加强对政协委员的教育培训，制定学习制度和培训

计划。采取集中培训、集中学习、集中交流学习体会等方式，着力增强学习效

果，提高政协队伍的素质和能力。二是委员队伍建设有了新路子。为建设一支

高素质的委员队伍，切实提高委员履行职能的积极性、主动性，积极探索委员

队伍建设的新路子。县政协制定了《政协商河县委员会关于建立委员活动小组

制度的实施意见》、《政协商河县委员会委员管理考核办法》、《政协商河县委员

会委员活动组与委员年度目标管理百分考核实施方案》。对委员活动组和委员

履行职能，提出了明确规定和要求。把考核目标分成“党委重视有地位、履行

职能有作为、开展工作有活动、文明建设有贡献”四部分，制定了《考核细则》，

实行量化管理和目标考评，年终由考核小组进行分项考核、量化计分、综合评

审，对考核中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在政协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彰奖励。三是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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