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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走过了40年的光辉历程，

湘西自治州的地方政协组织也有了38年的历史。为了总结

经验、服务现实、保存史料、惠及后世，并藉以宣传人民

政协的重要作用，激励全州各级政协委员和干部以及各界

人士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不断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

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特编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志》。

《政协志》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比较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了自治州人民政协的历史发展过

程，记载了州政协的组织、机构、人员等发展状况，记述

了州政协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主要职能作用和开

展学习宣传、提案工作、民族工作、文史工作、咨询服务、

联谊工作、指导县市政协工作等情况，还记录了各县

(市)政协的组织建设和协商监督、兴办实事等工作，收

录了州政协历届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的简历和州、县

(市)政协委员名单，是一部史料翔实、内容丰富的专门志

书。 。

，

从《政协志》所记事实中，能看出38年来政协工作的

主要经验：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二是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

坚定不移地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的方针，三是把认真履行“政治防商、民主监

督"的主要职能同积极兴办实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四是把

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同政协组织的整体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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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地结合起来，五是将人民政协的积极主动同中共党

委、人民政府的重视、支持密切配合起来，六是加强人民

政协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政协委员、政协干部的政治觉

悟和业务水平，增强参政议政的能力和工作能力。

《政协志》记述的自治州人民政协38年来的实践证

明，原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关于“人民政协前程远大，大

有可为”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全国政协《关于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意见》，是切合

自治州实际情况的，它给我们进一步做好人民政协的工作

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远大的前程，我们州、县(市)人民

政协，在中共州、县(市)委的领导下，要认真地组织全

体政协委员和政防干部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在借鉴历史

经验的同时，不断总结新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把人民政协这个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切实建设成为全

州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团结合作，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把

政协机关切实建设成为政协委员之家，积极而有效地为政

协工作和政协委员服务。

《政协志》的公开出版，将会对全州政协委员、政防干部

以及各界人士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将会对巩固和扩大全

州的爱国统一战线产生深远的影响}将会使我州各级政协

在振兴民族经济、文化和治穷脱贫等方面作出更大、更好

的贡献，在振兴巾华、统一祖国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伟大事业qJ，不断发挥其重要作用。

， 黄有为 一

．．

t

’

199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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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系记述全州州、县、市政协全部史实的一部

专门志书，故定名为《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

志》。

二，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及

实事求是的原则，记事宁缺勿滥，寓褒贬于史实之中。

三、本志的断限，上溯自1952年8月，成立湘西苗族

自治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起，下延至1989年底

止。大庸市、桑植县政协的史实和有关统计数字记于1988

年底。

四、本志遵循方志的体例要求，述、记、志、图、表、

录相结合，一律用语体文记述。其具体内容，首设概述，

总揽全志；大事记以编年体只记州、县、市政协历史上影

响较大的事件；专志部分横列门类，纵述史实，共设组织

机构、主要职能、日常工作、县市政协、中共领导；共5

章17节。州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简历和州政盼常

务委员、各县市政协主席、副主席简表以及州、县市政协

委员名录附后。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州档案馆和政协机关所藏

的档案，适当采用了有关报刊、专著及有关人士“亲

历、亲见、亲闻”的回忆资料，均经反复核校， 翔实西】

信。



自治卅简介

湘西土家族苗表茸．别：{的位置．在东经109‘10。～110’55’．北纬27‘4I’～29’47’

之闻．西与贵州．四川两1接壤．北与湖北省边境相连．州府设在吉首．

州域在民国后期分《州南省第八．第九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柑国成立韧勰分

屉沅陵专区和求颠幸耳．1952年成立湘西苗壕自治区，辖吉酋．古土，泸溪．风置花
垣，保靖6县．代管表罩5{，龙山．桑植，太庸4县．1955年成立湘两苗族自泊州．辖上

述Io县． 。I
1957年9月稚西圭家铲芷丝自治州成立，直至1985年底，#行政区域共辖吉

酋(1982年改为市_．古丈．泸溪．凤凰．花垣； 保靖．永顺． 龙山．桑檀．

大庸(19 85年改为市j 1n个县(市)。共30个区．54千镇．245个乡．总面税为

2l 356．3平方公里．刊占加南省盛面积的10帕．总人口为3．017，937人．其中土家族

l，2I 8．961人．苗族712I，670^．白旌93．756入，韩他少数民族10，769人．108口年1月．

呋庸市(现采定区)辅桑机强划归地级大庸市以后，垒耕辖I市7县。总面机为154拈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I 6．,69万亩，总人口为2，翱1．024^．其中土豪族783，458人．苗

族689，225人．其他少数匠拄0655人．
’

州域地处云责高原东洲．西北有川鄂群山依托．东南有髀山．武醴山脉屏障+
境内万山环抱．地势蔗傲．山峦重叠．高侮悬殊．最高海拔L?40米．最低海捷9s米．
气靛多样．四拳分雕，宜农宜林，自然资髹较为车富．由手历史朗琢园，基础太差。

交通不便，信盅不畅．I经济文化发展缓慢．仍属垒茸的贫困片之一．

但是，州域胄者摊荣的革命传统．在第一敬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族人民在中雹

共产党妁氟导下，曾毙雷创建过湘鄂边．湘群西革命报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程据地中

心区．为中国革命作正过重大的贡献．在逡块土地上孕育了一大批革命人才．留下了

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葺I迹．革命的传统和精神，将激蔚麓全州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
主义的新稠西而琨苦茜i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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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位于湖

南省西北部。地处武陵山脉中段，是老革命根据地、土家

族苗族聚居区。1952年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首府一直没
在吉首(原名所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自治州的地方委员会，自1952

年8月至1989年底，经历了湘西苗族自治区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协商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区协商委员会)、湘西苗

族自治州政协、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三个阶段，度
过了38个春秋o

&8年来，自治州人民政协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统

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指引下，在上级政协的指导、中
共自治州委的直接领导下，逐步发展壮大。由1952年的1

个州级政协，到1984年全州所辖(按成立政协时间先后为

序)吉首(1982年改为市)、花垣、泸溪、古丈、桑植，
凤凰、大庸(1985年改为市)、龙山、保靖、永顺10县
(市) 均先后建立了政协， 政协委员由1952年的53名，

发展到1989年底的2004名，其中，州政协委员326名，县

(市)政协委员1678名。1989年，除原大庸市(现为永定
区)和桑植县划归地级大庸市以外，全州还有各级政协委

员1634名，其中，全国政协委员1名，省政协委员23名，州

政协委员301名，各县市政协委员1309名(各级政协委员交
叉数重计在内)。这些政协委员中，有中国共产党、中国
民主同盟、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
；团体的代表，有少数民族和工商、农林、科技、教育、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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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医卫、体育、宗教、新闻等各界的代表，有“三胞"

亲属的代表和特别邀请人士，组成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人民政协一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的重要组织，已成为自治州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代

表人物团结合作、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o

38年来，自治州人民政协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

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

思想，坚定地实行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肝胆相

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在各个时期，对国家的大政方针

的实施、自治州的重要事务，群众生活和统一战线中的重

大问题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经济、文化建没及其他各项事业的咨询服务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2年8月至1955年4月，自治区协商委员会在l{1共自

治区地委的领导下，按照《湖南省湘西苗族自治区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组织条例》第4条规定的主要任务，

贯彻执行了自治区首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

具体进行了七项主要工作：一是协助自治区人民政府，进
一步贯彻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号召自

治区各族人民投入土改复查运动，推动了全区的土改复查

工作，使土改复查任务于1953年下半年得以胜并U完成；二

是协助中共自治区地委有关部门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动

员各族各界人民参加了政权建设，促进了全区的民主建
政工作。到1953年底，全区完成10个县级人民政府和1265

／卜乡(镇)人民政权的建设任务，三是协助中共自治区地

●

①。三胞。： 即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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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有关部门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宣传贯彻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民族政

‘策，促进了全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建立了各民族平等、

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四是协助自治区抗美援

朝分会，组织了“赴朝慰问情况’’的巡回报告和反对美

帝国主义侵略者叫嚣使用原子武器的和平签名运动，对全

区各族人民进行了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

教育；五是协助中共自治区地委有关部门和自治区人民政

府，宣传贯彻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促

进了全区农业互助合作的开展和粮食统购统销任务的胜利

完成，六是协商委员会处理和接待了一批人民来信来访，

解决了人民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

系；七是协助中共自治区地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进行了

湘西苗族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湘西苗

族自治州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胜利

完成了历史任务o
‘

、

1955年5月，湘西苗族自治区更名为湘西苗族自治州，

中国人民政治防商会议湘西苗族自治州委员会(以下简称

自治州政协)亦相应成立。自治州政协在中共自治州地委

的领导下，继续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或革命统一战

饯)组织的作用。从1955年5月至1958年5月整整3年间，自

治州政协共举行了3次全体委昴会，6次常务委员会议，12次

学习和专题讨论会，在全州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

佣。第一，组织和推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学习和宣传
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决议、决定和指示，协助中共自治

州地委和州人民委员会(即政府)，动员各族各界人士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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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商界人士积极参加各种合作社(组)和开展公私合营，

促进了全州的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底，全州基本上建立

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第二r

组织政协委员和有关人士，协商讨论了《自治州1956—

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自治州“以粮为主，开

展农、林、牧、渔、副多种经营”的农业发展方针，并发

动各界人士贯彻实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

组织和推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学习贯彻了周恩来《关

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八大会议文件精神，发动

知识界人士向科学进军，开展了为国家工业化建设作贡献

的活动。第四，195'7年，组织和推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

在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鄢矛盾的问题》

的基础上，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帮助共产党开展了以“反

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政防委员和各界人士满腔热情地向J,i1、县各单位的中共组

织和中共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在反

“右派’’斗争扩大化中，一些委员和人士遭到不公正的对待，

但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并没有改变。第

五，协助中共自治州地委有关部门，在深入宣传和贯彻中

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讨论“土家”的民族成份、协商土

家族的区域自治形式、参与筹备和庆祝成立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的有关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民族团

结。
、

一195蛑6月中旬，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以下
简称州政协)成立之后，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怀着尽

快建成社会主义，改变自治州贫困落后面貌的心情，热情
地贯彻执行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侠好省地建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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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营、路线”，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积极地投入了

“大跃进刀、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炼钢铁、大办水利、

大办公共食堂等工作实践中，有些政协委员对高指标、瞎

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的错误有所发觉，并

通过会议发言，个别反映等形式向有关方面提出过“坚持

实事求是”， “保护群众积极性"等建议，可是，在“反

右倾”、 “鼓千劲’’的形势下，合理化建议没有被采纳。+

1959年12月26日至1960年1月1日，州政协举行第一届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未作政协工作报告，‘委员们列席

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尽管政协委员同人民

代表一起，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一些批评，大会仍

然通过了《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光辉旗帜胜秘

前进》的政府工作报告，对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提出

了更高的指标。
’

1960年和1961年，全州人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州政

协在中共自治州州委(1960年2月将地委改为州委、以下

简称中共州委)的领导下，通过召开常务委员会和小型座

谈会等形式，组织政协委员和有关人士，着重学习中共中

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

纠正“一平二调①’’等错误的一系列指示。通过学习，大家

认清了形势，统一了思想，树立了信心。在生活严重困难

期间，全体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与共产党同舟共济，与

各族人民同甘共苦，生产自救，渡过了难关，为稳定人

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贡献。 。

1962年，州政协在中共州委的领导下，组织和推动政
，—H—_—__--——_。’———。。—’——‘’。。’。—’～【 ^

‘

①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即平均主义．犬调各生产队的劳力，资金．粮食和耩牛

牲猪等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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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委员及各界人士，着重学习和宣传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

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此期

闻，中共州委对1957年以来“反右派”、 “拔白旗"、

“反右倾"和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被错误批

判和处分的党政干部及知识份子进行甄别平反。许多政协

委员和各界人士进一步为国分忧的热情，这激发了他们积

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缩短工业战线、精简职工、减少城镇

人口、加强农业战线的号召，动员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主

动申请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促进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的顺利进行。 ’

1963年至1966年4月，州政防的工作，在以阶级斗争为

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社教运动中，虽然受到一定的影响，但

在中共州委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委员的努力，仍作了不少

实际工作，州政协在加强政协组织建设的同时，组织和推

动委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

学校；进行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

育；贯彻执行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

一切事业和增产节约的方针；开展了学习雷锋精神为主要

内容的学先进、赶先进、比先进、帮后进和争做好人好事

活动，为改善当时的社会风尚起到了促进作用。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海

委员和有关人士中，有的被批判斗争，有的被赶进牛棚，

有的被强制劳动“改造”，有的被关进黑牢，个别的被摧

残身亡。但政协委员坚信这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他们拥护

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立场始终没有动摇。

许多政协委员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恶劣环境中，仍然坚持学
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钻研有关业务知识，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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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恳地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和坚守岗位工作，以实际行动表

达了自己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思想感

情。． ·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政协委员和各界人

士犹如枯木逢春，精神焕发，扬眉吐气地投入了新时期的

社会主义建设，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迸发出光和热。

1979年4月，州政协组织恢复，举行了州政协第四属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州政协的工作，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正确路线、方针指引和中共自治州委的领导下，翻开了

新的一页。

1979年4月至1983年11月，州政协在第四届委员会期

间，着重开展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在指导思想上拨乱

反正。州政协组织全体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学习了中共

中央有关文件i批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破坏统

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罪行，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重
新认识了统一战线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法

宝”之～的地位，理直气壮地宣传了新时期人民政协的性
质、任务和作用，把政协工作的着重点坚定不移地转移到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从而激发了政协委员们团结一

致向前看的热情，促进了安定团结。第二，在|办商监督上

初步打开了局面。州政协第四属委员会共召开了民主协商

会议93次，其中全体委员会4次，常务委员会22次，主席

会议34次，各种形式的专题协商会议24次，各工作组(委)

会议9次；组织政协委员专题调查16次，参加调查的委员

达114人，调查专题11个。通过这些活动，州政协就全州
的林业政策，民族政策、二知识份子政策和政协委员的政策

问题，同中共州委和州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多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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