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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前言

喜京磊方喜编曼主鬈王宏民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 一一
。

盛世修志。自古而然。金陵为“十朝古都”，人文荟革，历史文

化积淀丰厚，且历朝历代均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因此，编纂一

部高水平的地方志更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拨乱反正，政通人和，遂有重修南京地方志之议。自1983年

始，历经一十余载，业已编纂出版<南京简志>，以及由约90部专志

组成的<南京市志丛书>，纵横2400余年，包罗万象，皇皇大观，堪

称盛举。
。

一 ，

修志之目的，一般而言．不外乎“资政、教化、存史”。这一目的

的实现。主要是依赖于史实的本身，简而言之，或通俗地讲，是工作

。做得怎么样。最近，南京在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市委、市

政府制定了“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通过一段时

间的努力，把南京建成一个基础完善、服务一流，作为全省政治、经

济、科技、文化中心的功能不断增强的省会城市；建成一个长江三

角洲地区和长江下游的经济、金融、商贸三大中心的区域性中心城

市；建成一个经济发达、环境优美、融古都风貌与现代文明于一体

的现代化江滨城市。。为实现这一目标，将实施“科教兴市、经济国

际化、城市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四大发展战略。特别是提出了要

“一年初见成效，三年面貌大变”。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会涌现出许

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会产生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同时也会有一些

需要反省的教训。这些，都给我们编史修志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对于史志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机遇，当然更有责任、有义务用自

己的笔如实地记录下我们这·代人艰苦创业的足迹，同时也为后

来者接过我们的担子，继续建设好南京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东西。

让后人能有更好的精神风貌，更足的工作干劲，并且能够少走一些

弯路，把我们的南京建设得更好一些，为更后来者续出更好的南京

史志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编史修志是一项意义很重大，要求很高，并且又是很艰苦的工

作。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要有“十年寒窗”，耐得住寂寞的平常心

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我要对长期以来默默奉献的同志们表示由‘

衷的敬意，也希望史志战线的同志不断提高自身的水平，运用“新

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大胆探索，高质量、高水准地修好南京市

志，出色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1995年10月



序 ‘言

徽鬈蒹萎篡薹-tl寒Jt<南京政协志>编委会主任委员

<南京政协志)是<南京市志丛书)90部专志之一，是一部新的

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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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政协即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南京市委员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委员

会。南京解放40多年来，政协南京市委员会在中共南京市委的领

导下，充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作用，团结各

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族各界爱国人士改造旧

南京，恢复和发展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进我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宣传祖

国统一的方针政策，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帮助党和政府改进

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赢得了党和

7人民的赞誉．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的优越性。 。

(南京政协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翔实地记载了南京政协初创和发展时期的

工作概况，特别是着重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协南京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委员会采取例会、视察、调查、提案、通报、座谈、专题协商等多种方

式，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主要做法和成效，以及委

’员学习、文史资料和祖国统一工作的情况。志书6章18节50目。

约26万字，内容翔实、具体，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

有独特的优势，发挥着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经验和教

训，无疑对做好今后政协工作，将起到资政、借鉴的作用。

40多年来，政协南京市委员会之所以能在南京的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与各级党委充分重视，．

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全市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我们衷心希望全市各级党政领导和

全市各界人士继续关心和支持政协工作，使政协南京市委员会的

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推进全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

开放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

1997年4月



《南京市志丛书》凡例
p

一、<南京市志丛书>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二、<南京市志丛书>是一套全面、系统地记载全市各行业历史

的大型地方文献，为社会各界了解南京、研究南京服务。采用丛书

。编辑形式，分卷出版，各专志又具备独立使用价值。

三、专志设置原则。依照现代社会分工，参照现代学科分类情

况，平行设置若干相对独立的专业志。采用章节体，一般设章、节、

目三个层次，个别列至子目。

四、体裁。各专志以志为主，辅以记、述、传、录、图、表诸体。

五、文体。志，直陈其事，寓观点于史实之中；概述，夹叙夹议；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六、范界。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准，其业务范围延伸至外地部

分，则作略记。

七、断限。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追述行业发端；下

限断在1987年至1990年间，视成书时间而定。
‘

八、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一般采用朝代年号，后加注

公元纪年；丛书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之

日起。

九、各专志可另作编辑说明。



编辑说明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

二、本志由概述、专业各章、人物、大事记及附录组成。专业各

章着重记述南京市政协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史实，同时反映．

委员学习、促进祖国统一和编纂文史资料工作的情况。断限时间，

从1949年12月起，至1992年12月止。附录载有南京市政协历

届常务委员、委员名单和重要文件，并将南京解放前地方参议机构

的概况选编入内。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记、述、录、表、传、图诸体。概述，

夹叙夹议；志。直陈其事，寓观点于史实之中；大事记以编年体为

主，辅以纪事本末体；人物分传略和录。

四、本志采用公元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加注朝代年

号。
‘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文献、档案和报刊。口碑资料经核实后采

用。 ．



目 录 1

概述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目 录

⋯⋯⋯⋯⋯⋯⋯⋯⋯⋯⋯⋯⋯⋯⋯⋯⋯⋯⋯⋯⋯⋯⋯l

组织机构⋯⋯⋯⋯⋯⋯⋯⋯⋯⋯⋯⋯⋯⋯⋯⋯·6
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6

历届委员会的组成⋯⋯⋯⋯⋯⋯⋯⋯⋯⋯⋯⋯⋯⋯⋯7

工作机构⋯⋯⋯⋯⋯⋯⋯⋯⋯⋯⋯⋯⋯⋯⋯⋯⋯⋯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京市委员会⋯⋯⋯⋯⋯10

委员的产生及其权利义务⋯⋯⋯⋯⋯⋯⋯⋯⋯⋯⋯⋯10

历届委员会的组成⋯⋯．．．⋯⋯⋯⋯⋯⋯⋯⋯⋯⋯⋯⋯1l

中共南京市政协党组⋯⋯⋯⋯⋯⋯⋯⋯⋯⋯⋯⋯⋯⋯25

工作机构⋯⋯⋯⋯⋯⋯⋯⋯⋯⋯⋯⋯⋯⋯⋯⋯⋯⋯25

区协商委员会和区、县政协⋯⋯⋯⋯⋯⋯⋯一⋯⋯30

区协商委员会⋯⋯⋯⋯⋯⋯⋯⋯⋯⋯⋯⋯⋯⋯⋯⋯30

区、县政协⋯⋯⋯⋯⋯⋯⋯⋯⋯⋯⋯⋯⋯⋯⋯⋯⋯⋯30

在宁协商机构⋯⋯⋯⋯⋯⋯⋯⋯⋯⋯⋯⋯⋯⋯⋯33

江苏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3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33

历次全委会议和常务委员会议⋯⋯⋯⋯”34
市协商委员会全体会议⋯⋯⋯⋯⋯⋯⋯⋯⋯⋯⋯34

第一届全体委员会议⋯‘⋯⋯⋯”⋯⋯⋯⋯⋯⋯⋯⋯⋯·34

第二届全体委员会议⋯⋯⋯⋯⋯⋯⋯?⋯⋯⋯⋯⋯⋯”36

市政协全体委员会议⋯⋯⋯⋯⋯⋯⋯⋯⋯⋯⋯⋯4l



2 目录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全体委员会议议题⋯⋯⋯⋯⋯⋯⋯⋯⋯⋯⋯⋯⋯⋯⋯41

全体委员会议决议⋯⋯⋯⋯⋯⋯⋯⋯⋯⋯⋯⋯⋯⋯⋯5l

市政协常务委员会议⋯⋯⋯⋯⋯⋯⋯⋯⋯⋯⋯⋯59

一届政协常务委员会议⋯⋯⋯⋯⋯⋯⋯⋯⋯⋯⋯⋯⋯60

二届政协常务委员会议⋯⋯⋯⋯⋯⋯⋯⋯⋯⋯⋯⋯⋯62

三届政协常务委员会议⋯⋯⋯⋯⋯⋯⋯⋯⋯⋯⋯⋯⋯63

四届政协常务委员会议⋯⋯⋯⋯⋯⋯⋯⋯⋯⋯⋯⋯⋯66

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会议⋯⋯⋯⋯⋯⋯⋯⋯⋯⋯⋯⋯⋯67

六届政协常务委员会议⋯⋯⋯⋯⋯⋯⋯⋯⋯⋯⋯⋯⋯68

七届政协常务委员会议⋯⋯⋯⋯⋯⋯⋯⋯⋯⋯⋯⋯⋯70

八届政协常务委员会议⋯⋯⋯⋯⋯⋯⋯⋯⋯⋯⋯⋯⋯72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76
政治协商⋯⋯⋯⋯⋯⋯⋯⋯⋯⋯⋯⋯⋯⋯⋯⋯⋯76

市协商委员会时期的政治协商工作 ⋯⋯⋯⋯⋯⋯⋯⋯76

南京市政协的政治协商工作⋯⋯⋯⋯⋯⋯⋯⋯⋯⋯⋯78’

民主监督⋯⋯⋯⋯⋯⋯⋯⋯⋯⋯⋯⋯⋯⋯一⋯⋯89
委员提案⋯⋯⋯⋯⋯⋯⋯⋯⋯⋯⋯⋯⋯⋯⋯⋯⋯⋯89

视察、调查⋯⋯⋯⋯⋯⋯⋯⋯⋯⋯⋯⋯⋯⋯⋯⋯⋯⋯94

委员学习⋯⋯⋯⋯⋯⋯⋯⋯⋯⋯⋯⋯⋯⋯⋯．116
学习内容⋯⋯⋯⋯⋯⋯⋯⋯⋯⋯⋯⋯⋯⋯⋯⋯⋯116

学习政治理论⋯⋯⋯⋯⋯⋯⋯⋯⋯⋯⋯⋯⋯⋯⋯⋯116

学习时事政策⋯⋯⋯⋯⋯⋯⋯⋯⋯⋯⋯⋯⋯⋯⋯⋯119

参加社会实践⋯⋯⋯⋯⋯⋯⋯⋯⋯⋯⋯⋯⋯⋯⋯⋯120

学习方式⋯⋯⋯⋯⋯⋯⋯⋯⋯⋯⋯⋯⋯⋯⋯⋯⋯121

报告会⋯⋯⋯⋯⋯⋯⋯⋯⋯⋯⋯⋯⋯⋯⋯⋯⋯⋯121

讨论会⋯⋯⋯⋯⋯⋯⋯⋯⋯⋯⋯⋯⋯⋯⋯⋯⋯⋯126

参观考察．⋯⋯⋯⋯⋯⋯⋯⋯⋯⋯⋯．，．⋯⋯⋯⋯⋯127

组织形式⋯⋯⋯⋯⋯⋯⋯⋯⋯⋯⋯⋯⋯⋯⋯⋯⋯129



目 录
。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l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六章

第一节

、 第二节

第三节

学委会⋯⋯⋯⋯⋯⋯⋯⋯⋯⋯⋯⋯⋯⋯⋯⋯⋯⋯129

各界人士学习组⋯⋯⋯⋯⋯⋯⋯⋯⋯⋯⋯⋯⋯⋯⋯129

业余政校⋯⋯⋯⋯⋯⋯⋯⋯⋯⋯⋯⋯⋯⋯⋯⋯⋯130

祖国统一工作⋯⋯⋯．．=⋯⋯⋯⋯⋯⋯⋯⋯⋯132
宣传⋯⋯⋯⋯⋯⋯⋯⋯⋯⋯⋯⋯．．．⋯⋯⋯⋯⋯⋯132

内容⋯⋯⋯⋯⋯⋯⋯⋯⋯⋯⋯⋯⋯⋯⋯⋯⋯⋯⋯132

方式．⋯⋯⋯⋯⋯⋯⋯⋯⋯⋯⋯⋯⋯⋯⋯⋯⋯⋯⋯133

联谊⋯⋯⋯⋯⋯．．．⋯⋯⋯⋯⋯⋯⋯⋯⋯⋯⋯⋯⋯136

对象⋯⋯⋯⋯⋯⋯⋯⋯⋯⋯⋯⋯⋯⋯⋯⋯⋯⋯⋯136

形式⋯⋯⋯⋯⋯⋯⋯⋯⋯⋯⋯⋯⋯⋯⋯⋯⋯⋯⋯136

交往⋯⋯⋯⋯⋯⋯⋯⋯⋯⋯⋯⋯⋯⋯⋯⋯⋯⋯⋯138
接待“三胞”⋯⋯⋯⋯⋯⋯．．．⋯⋯⋯⋯⋯⋯⋯⋯⋯⋯138

参加对外友好活动⋯⋯⋯一⋯⋯⋯⋯⋯⋯⋯⋯⋯⋯139

外引内联⋯⋯⋯⋯⋯⋯⋯⋯⋯⋯⋯⋯⋯⋯⋯⋯⋯139

文史资料工作⋯⋯⋯⋯⋯⋯⋯⋯⋯⋯⋯⋯⋯⋯140

征集史料⋯⋯⋯⋯⋯⋯⋯⋯⋯⋯⋯⋯⋯⋯⋯⋯⋯140

lI十限‘⋯⋯⋯⋯⋯⋯⋯⋯⋯⋯⋯⋯⋯⋯⋯⋯⋯⋯⋯140

对象⋯⋯⋯⋯⋯⋯⋯⋯⋯⋯⋯⋯⋯⋯⋯⋯⋯⋯⋯140

内容⋯⋯⋯⋯⋯⋯⋯⋯⋯⋯⋯⋯⋯⋯⋯⋯⋯⋯⋯141

组稿⋯⋯⋯⋯⋯⋯⋯⋯⋯⋯⋯⋯⋯⋯·j⋯⋯⋯⋯·141

编纂出版⋯⋯⋯⋯⋯⋯⋯⋯⋯⋯⋯⋯⋯⋯⋯⋯⋯143

编纂⋯⋯⋯_⋯⋯⋯⋯⋯⋯⋯⋯⋯⋯⋯⋯⋯⋯⋯143

出版⋯⋯⋯⋯⋯⋯⋯⋯⋯⋯⋯⋯⋯⋯⋯⋯⋯⋯⋯143

发行⋯⋯⋯⋯⋯⋯⋯⋯⋯⋯⋯⋯?⋯⋯⋯⋯⋯⋯⋯145

协作交流⋯⋯⋯⋯⋯⋯⋯⋯⋯⋯⋯⋯⋯⋯⋯⋯⋯146

工作会议 ⋯⋯⋯⋯·：⋯⋯⋯⋯⋯⋯⋯⋯⋯⋯⋯⋯·146

协作会议⋯⋯⋯⋯⋯⋯⋯⋯⋯⋯⋯⋯⋯⋯⋯⋯⋯147

人物⋯⋯⋯⋯⋯⋯⋯⋯⋯⋯⋯⋯⋯⋯⋯⋯⋯⋯⋯⋯⋯⋯148
’

人物传略‘．⋯⋯⋯⋯⋯⋯⋯⋯⋯⋯⋯⋯⋯⋯⋯⋯⋯14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