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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陈天福

人民政协是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的重要机构，是各界代表人士团结合作、参政议政的场所，是发

扬社会主义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是沟通思想、协调

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我国政治、经济生

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编纂政协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系统

工程，是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

省、地有关编纂政协志的文件精神，政协潋江县委员会予1994

年7月，组织人员开始编写《政协潋江县志》。坚持以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为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一年时同

的努力，现巴编纂就绪。该书翔实地记录了县政协的成立、发展
、

和现状。

政协潋江县委员会自1984年2月建立以来，在中共潋江县

委的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认真履行“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广泛团结各族各界人士，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为潋江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维护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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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政协县志，是一项新工作，由于时问紧，缺乏经验，加之

水平有限，疏漏和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有待今后改进。在《政协

．潋江县志》即将出版之际，谨向关心支持修志的各级领导、政协

委员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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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政协潋江县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激江

县委员会志”的简称。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依

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收集运用资料，记述政协潋江县委

员会的建立和发展。

二、本志上限时间从1950年6月潋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协

商委员会开始，下限至1994年12月政协潋江县委员会四届二

次会议止。为保持事件的完整性，个别事件稍作下延。

三、志录史料采自存档的县政协历届委员会的会议文件、工

作总结、调查报告、会议简报、原始记录和调查核实的口碑资料，

四、本志采取序、述、记、志、录、表、图并用，以志为主体，分

级横排，纵叙史实。设章、节、目三个层次，用条目记述。。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使用简化汉字。所用数字，除引文、序

词、纪年用汉字表达外，其余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

六、本志对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对领导人和委员一般只

写其名或加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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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潋江县位于滇中腹地，东隔南盘江与宜良、路南县相望，南

跨抚仙湖与江川、华宁县毗连，西越老虎山、梁王山与晋宁、呈贡

县接壤，北含阳宗海与宜良、呈贡县相邻，距省会昆明市52公

里。幅员面积733平方公里，总人口为13．75万人。境内风光秀

丽，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人物荟萃，农业很

发达。东部山脉埋藏着丰富的磷矿，品位较高，现已大规模开采

冶炼。抚仙湖是全国第二内陆淡水深水湖，沿岸旅游度假设施林

立，藕粉和抗浪鱼是驰名省内外的潋江特产，因而历史上享有

“鱼米之乡”的美誉。 ．

．、．
．．

r+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飞跃发展，

潋江利用自己的自然优势，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工业、

农业、乡镇企业、旅游业和其他社会事业，取得了可喜成绩。1994

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达41112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64元，

处于全省的中上水平。综合实力已进入全省20强县的行列。

解放初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潋江县协商委员会

和政协潋江县委员会，始终不渝地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

帜，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广泛团结各族各界人士，认真履行“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民主改革和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0年5月，中共潋江县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云

南省委的文件精神，于1950年6月召开了激江县各界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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