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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政协成立55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全面推进全市各级政协工作的过程中，政协

南京市江宁区委员会编纂的《江宁政协志》出版了。这是继《南京政协志》

(1997年版)之后全市又一部政协专业志书，也是全市第一部区县级政协专
士
J【：．、0

人民政协作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

重要形式，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时代，其地位都很重要，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

50多年以来，历届江宁政协在中共江宁区(县)委领导下，根据国家宪法、《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党的大政方针，广泛团结全区各界人士，紧紧

围绕各个历史时期中心工作任务，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职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江宁政协许许多多老前辈、老委员、老同

志用自己人品人格的力量和广泛的人缘关系感召人、团结人、凝聚人，做了

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取得了累累硕果。江宁政协在认真履行

职能的同时，加强自身学习，勇于开拓创新，逐步建立并完善各项制度，不

断推进政协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

进入新世纪以来，江宁撤县设区，成为南京三大新市区之一，全区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江宁政协同样为此作出

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江宁政协志》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严谨的框架结构和流畅的语言文

字，详略得当地记述了江宁政协的历史经验。总结过去、有益当代、惠及后

人，读来令人感动，确实可喜可贺! 。

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两个率先”进程，努力构建

和谐南京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全市各级政协都要认真学习和实践“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胡锦涛总

书记在人民政协成立5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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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委提出的以“两个率先”总揽全局，努力开创南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的新局面的总体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充分发挥独特优势，

切实履行工作职能，为全市三个文明建设再作新贡献。新形势下，江宁政协

和全市政协一样，历史责任更重了，工作范围更广了，活动空间更大了，对

自身建设的要求更高了。因而，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对照时代要求开拓

*创新，推动政协工作继往开来，也许正是江宁政协编纂这部志书的初衷。细

细读来，《江宁政协志》不仅具有无可替代的存史作用，还具有“可资治政、

可藉教化”的广泛社会功能。

江宁是我的第二故乡，大学毕业后我曾在江宁工作多年，对江宁政协

许多老同志的精神与品德十分钦佩，对江宁这块繁荣兴旺的热土充满感

情。无论是在江宁县委工作，还是在南京市委、市政协工作，这20多年里一

直受到江宁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心、支持和厚爱。特别是担任南

京政协领导职务以来，与江宁政协同志、与江宁各界朋友在工作中接触更

为频繁，了解更为深入，感情也愈加深厚。因而，本人有幸在出版付梓之前

读到本志书稿。

江宁政协邀我为本志作序，强我所难，勉力为之。借此机会，表达对江

宁人民、江宁政协的衷心感谢!表达对《江宁政协志》编纂出版的热烈祝贺!

同时，写此短文以表达市、区政协共同开创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的共勉互

励!

政协南京市委员会主席 江己·嗟
2005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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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56周年之际，由区政协编纂的《江宁政协

志》即将出版。该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真实记载了江宁政协发展的光荣历

程，对于总结提炼过去工作经验，理性思考未来工作发展，进一步开拓全区

政协工作新局面，大有裨益。在此，表示热烈祝贺。

50多年来，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江宁区的地方组织，江宁政

协在中共江宁区(县)委领导下，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长期

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广泛团结全区各党派团体、

各界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紧紧围绕各个时期党政工作中心、重大

决策和目标任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宁政协自身建设得到进一步健全完善和

不断强化，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范围内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职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

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广泛建言立论、献计献策，着

力推动全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全面发挥参政议政和协商

监督作用，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为维护全区安定团结的

政治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尤其是江宁撤县设区以来，围绕“率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

现现代化”大目标和推进全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江宁政

协充分发挥自身的号召力、影响力，为全区加快发展、全面发展、率先发展、

协调发展起到了凝心聚力、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可以说，政协职能体现在

全区三个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政协委员的作用发挥在全区街道镇村和各

条战线的方方面面，政协参政议政的成果落实在江宁发展实践的方方面

面。
’

当前，全区正处于加快“两个率先”、构建“和谐江宁”的关键阶段，加速

推进“产业化、城市化、数字化、生态化”建设的任务依然繁重。面对发展的

新形势、新要求，江宁政协同样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大有可为。我们坚信：

在区委的领导下，江宁政协必将在加快发展的新实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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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为建设综合实力领先、人民生活富裕、生态环境优美、经济社会共同

进步、三个文明协调推进的新江宁作出更大的贡献。
．

辜黧嚣赫耄刘捍东中共南京市江宁区委书记”¨卞叫、

2005年10月1日



江宁历史上第一部《江宁政协志》编纂出版了，这是我区地方志专业志，

百花园中又一朵亮丽的奇葩，也是全区不断推进三个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

成果。

江宁政协伴随着新中国而诞生，伴随着全区(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而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进程中，江宁政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无论作为中共南京市江

宁区委领导成员还是作为江宁区区长，我深深感受到江宁政协在履行政治

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上的艰巨努力和丰硕成果，我也深深感受

到政协领导同志对区委、区政府工作的倾力支持关心和热切监督帮助。区

政协有许多老同志，在党政领导岗位上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

驾驭复杂局面的运作能力；有许多民主人士，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社会联

系并享有较高的声誉；有许多专业技术人才，在教育医疗科技文史等方面

具有很深厚的知识功底和学术造诣；还有许多经济界企业界的杰出人才，

在自己的事业平台上创造了出色业绩。由这些各界精英组成的政协组织，

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智囊团和人才库。

多年来，江宁政协能够紧紧围绕中心，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政协全会

上，区政协广大委员都对全区三个文明建设提出了许多提案；在政协的日

常调研视察中，政协领导、常委和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组)，都对全区经济和

‘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意见；针对重要课题，政协组织深入调研，拿出分

析全面、操作性强、质量高的调研报告，为区委、区政府决策实施提供及时

有效的依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江宁政协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为全区的

建设和发展已经作出了贡献。我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江宁政协必将为全

区推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构建和谐江宁作出更为显著的成就!

政府工作与政协工作唇齿相依、息息相关。我们应当在中共江宁区委

的领导下，更广泛更紧密地团结全区各界人士及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凝

聚方方面面合力，共同推进富民强区、依法治区、科技兴区和建设文化大
区、绿色新区战略的实施，实现“两个率先”和构建“和谐江宁”的目标。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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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关心区政协工作，在发展蓝图、重大战略、主

要政策的制定和运作实施上，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等各个层

面上，主动征询意见，共同畅议大事，自觉接受监督，不断改进创新，使政府

工作在更高层次上再创新高。

《江宁政协志》汇集区政协50多年来的工作情况和主要成果，实为一

部“存史、资政、教化”的好书。值此编纂出版之际，对江宁政协几十年来取

得的显著成果表示热烈祝贺!对为本志编纂出版作出努力的政协成员、编

纂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

南京觚宁区人民政府区长’刍印
2005年10月1日



序四

《江宁政协志》编纂出版了!这是江宁政协的一件盛事、喜事。

1961年5月，江宁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圆满召开，至今已历九届。江

宁政协的前身，是1949．年10月成立的江宁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

会，至今已达56年。半个多世纪以来，江宁政协在中共江宁区(县)委领导

下，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团结全区各党

派团体、各界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在各个历史

时期工作中心、重大决策和目标任务，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

议政”的主要职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政协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江宁政协围绕中心，履行职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发挥各阶层各方面的聪明才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出

了贡献，积累7宝贵经验。尤其是历届政协常委会、历届各专门委员会、工

作组、联络组、广大政协委员，他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竭智尽力建言献策，

胸怀全局畅议国事，为推进江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成
挫
坝0

总结历史，开拓未来。编纂这部《江宁政协志》，正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总

结江宁政协发展的历史，挖掘丰富的宝贵工作经验，以利于更好地把握规

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使全区政协工作在新时期打造新平台、实现新突

破、创造新成就。这是盛世修志的时代要求，这是本届政协常委会及全体政

协委员的共同意愿，这更是历届政协老前辈们的多年夙愿。

多年来，本人深感做好政协工作对于推动全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协调、持续、稳定的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2003年1月起，

本人自担任九届政协主席以后，切身体验到政协组织是党领导下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充分体会到做好政协工作的艰巨责任和重要职

责。因而，编史修志总结经验，以利做好新时期政协工作，顺理成章地摆上了

主席会议、常委会议的议事范围。
‘

区政协九届常委会集中本届政协委员意向，征询历届政协老同志的意

见，决定由一位政协副主席分管，由政协秘书长担任主编，立即着手编纂



解。 ．

在此，我代表政协南京市江宁区第九届委员会，向关心、支持本志编纂

出版的政协历届领导和委员、向为本志编纂出版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

心感谢!

繁荽言喜嚣器鲁专譬詹双定中共南京市江宁区政协党组书记一⋯。

2005年1 0月1日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国家大政方针为基点，遵循求实存真

精神，客观真实地记述江宁政协工作的发展史实。

二、记述时间的上限，以1949年10月江宁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

委员会成立时开始；下限至2003年年底止；大事记等少数内容至2005年2

月。

三、结构上设编、章、节、目四个层次。志前概述概览全局内容，揭示主

要特点。概述后设七编，编下设章，章下设节。节内设目，用中括号黑体字表

示；必要时目内再分子目，用同号黑体字或数目字表示。七编后设大事年

表，附录收录《解放前参议机构与统一战线》。

四、编的设置除第一编为协商委员会期间主要内容外，其余六编均为

江宁政协的主要工作内容，按工作性质依次分为组织机构、主要会议、主要

工作、文论选萃、文件辑存、委员风采。编内各章或按工作内容、或按时间顺

序排列；按工作内容排列的章，其内容亦按时间顺序纵向叙述，远粗近细，

厚今薄古，古今贯通。

五、纪年以公元为主体，计数以阿拉伯数字为准。其中政协会议的届次

以汉字计数。

六、因江宁县于2000年12月被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区，此前的“江宁

县”与此后的“江宁区”为同一地域的同一区划概念。志内地名、职务等概念

或称谓，县时称县、区时称区，泛指时用“江宁区(县)”表示。

七、文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建国前后”之分为1949

年10月1日，“解放前后”之分为1949年4月24日江宁全境解放。志中政

协南京市江宁区(县)委员会，简称“江宁政协”。

八、本志资料来源：江宁政协档案室近年卷宗档案，区档案馆库存档案

卷宗，区地方志办公室、区直机关党工委、区委组织部等单位有关书籍档

案，报刊发表的文章及有关人员保存的书面材料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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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江宁原为南京市东南西近郊的一个农业大县，2l世纪初江宁撤县设

区，成为南京市三大新市区之一。江宁文明古老，秦代设县，境内数县并列；

西晋定名江宁，沿革建置多变；东晋以后多次为京畿、赤县。唐以后上元、江

宁二县并存，至民国合并为江宁一县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江宁先

隶镇江行署，再隶南京市，两次反复终属南京。古江宁地域广阔，近百年来

边界多易，民国期问划出江宁城内地区另置南京城区或郊区。现江宁全境

地域面积1567平方公里，辖7个街道办事处、13个镇，76万人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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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政

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50多年来，江宁政协在中共江宁

区(县)委领导下，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团结和组织广大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反映民意，

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主要职能，在巩固和扩大爱国统

一战线，促进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

卓有建树。

(一)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经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两个历史阶段。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江宁地区先后建立

抗日民主政权，展开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民主政权紧紧依靠广大人

民群众，团结和争取全县各抗日阶层以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

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敌人一次次疯狂“扫荡”和阴谋活动，有力打

击了日、伪、顽的反动势力。1940年8月，江渭清、钟国楚受中共苏皖特委、

苏南特委和陈毅司令员的委托，协助地方组建江(宁)当(涂)溧(水)(后称

“横山县”)、江溧句(容)(后称“江宁县”)两个“三县抗敌自卫委员会”，都是

由各界人士参加的、带有半政权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1943年后，江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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