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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1．

日H 舌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

人士参加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

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最

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革命胜利的三

大法宝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的一个重要法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也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

民政协在四十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

政协惠阳市委员会，在中共惠阳市委的领导下，按照《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章程》，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同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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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方针，使政协成为各

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士团结合作的纽带，参政议政的场

所。充分运用了多种结构、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活动，为惠阳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前言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

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的根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

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促进改革和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为实现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目标而奋斗。我们必须在党

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处理好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关系，把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实现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

任务和党中央提出的长远和近期目标服务。

惠阳政协自一九五七年三月成立以来，已经整整四十个春秋。根据

市政协编纂出版《惠阳市政协志》的决定，我们对四十年的史实，分门

别类，加以整理，编纂成书，以献给这一事业的创业者和建设者，献给

行将参加到这一事业中来的一代又一代的新的建设者，献给一切关心我

们事业的朋友们，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共创更好的明天。

人民政协任重道远，愿全体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

界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两面旗帜，

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艰苦奋斗，合作共事，为把政协工作推上一

个新台阶，为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为惠阳的建设作出更大的

奉献。

惠阳市政协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凡例

凡例

一、《惠阳市政协志》一书的编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则，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依据，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系统地记述惠阳市(县)政协的历史状况。

二、书名称之为《惠阳市政协志》，是根据国家民政部1994年发出

的第68号文《关于撤销惠阳县设立惠阳市的批复》，从此，惠阳县政协

委员会改名为惠阳市政协委员会。但因历史关系，在某些章、节也时有

县的名称出现。

三、本书内容分为：人民政协的组织与职能、惠阳政协的建立与发

展、惠阳政协委员会的组成、惠阳政协的主要活动，共四章十九节。

四、书中所用史料，均是录取存档的惠阳市(县)政协委员会第一、

二、三、四、五、六、七届会议文件、会议记录、工作总结、出版刊物

及当事人提供的回忆资料，力求准确地反映惠阳政协的历史概貌。

五、书中部分章、节内容，间有交叉，但从各章、节的特点出发各

有侧重，详略有别。

六、书中各章的结构大体一致，但不尽相同，一般采用章、节、目

的形式，有的则不完全是这三个层次。

七、书中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者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书记述时限，除大事年表外，上限从1957年3月惠阳县政协

委员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开始，下限至1997年3月的第七届第六次会议

lE。



概述

概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也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的各级委员会

是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

族和各界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

的人士组成的。

惠阳政协机构的设立，是依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一九五五年发出的

第二十九号文《(关于在某些县(市)设立政协机构的指示》而确定的。经

过一年的工作筹备，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在惠州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惠阳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惠阳县政协自一九五七年三月成

立以来，已经历了七届，四十年的历史。这四十年间，大体分为三个阶

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五七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包括一、二届委

员会，历时九年。在这一阶段中，政协惠阳县委员会，按照《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地方委员会的任务，积极开展了各项工作(一)

组织各界人士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开展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

义教育；(二)政治协商工作，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挥作甩(三)

动员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投身于“五反”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为

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努力；(四)组织委员和各界人士学习《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理论，增强内部团结，为反对国内外敌

对势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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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二阶段，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八O年十二月，即政协惠阳县

委员会三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历时十四年，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原

因，政协工作停止活动。

第三阶段，从一九八0年十二月到今，包括三、四、五、六、七届

委员会，历时十七年，这一阶段是政协组织的恢复生机和政协工作蓬勃

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以实现四

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

展阶段。每届政协都能抓住新时期、新任务、新特点，按照新的政协章

程，开创政协工作的新局面：第一，按照政协章程规定，召开全委会议、

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会议，使政协工作逐步走向经常化、制度化、规范

化。第二，开展了多种层次、多种方式、多种渠道的“参政议政”活动，

调动了委员们的工作积极性。第三，创办了《惠阳文史资料》和《惠阳

政协通讯》，以文会友，广交朋友，提供信息，交流经验，促进工作。第

四，开展与华侨、台湾、港澳同胞的联谊交往，帮助“三胞”寻根I司祖、

落实各项政策，沟通感情，使他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积极回国

回乡投资建设，为祖国统一大业，为惠阳的建设起了应有的作用。第五，

扩大了界别代表，增加了委员名额。按照政协章程规定：每届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由上届地方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各届政协委员由市(县)委统战部门与各民

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有关方面进行共同协商，推荐提名，报经上届政

协常委会同意安排。

委员从第一届59人，17个界别，发展到第七届1 77人22个界

别。特别是非公有制代表和香港同胞代表的明显增加，促进了城乡



经济的发展，加大了“三胞’’联络的力度，扩大了影响力。第六，加

强机关建设，建立健全内设机构。机构设置，由第一届只有秘书长

或办公室的单一设置，到第七届设立了“一室三科’’：办公室、人秘

科、综合科、联络科。机关工作人员，由第一届两人到第七届已达

12人。委员的活动组织则从第一届的6个专业组，发展到第七届的

8个专门委员会，并制订了各项工作管理制度，保证了政协各项工作

的正常运作。

历届政协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同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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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为惠阳爱国统

一战线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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