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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桃源县委员会(简称

县政协)，于1955年4月18日召开首届委员会，

到1988年年底止，33年的时间中，历经六届委员

会，在中共桃源县委(简称县委)领导下，为建

立、巩固地方政权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为发展

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建设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四个现代化

①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桃源历史攸久，西汉时，桃源为临沅县的一

部分，后几经变更，宋朝乾德元年(963)，始置

桃源县。因地当要冲，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明

代将领哈(翦)八士落籍桃源，大批回族、维吾
尔族军士随之入籍、迁居县境，故桃源又有维吾

尔族、回族的“第二故乡”之称。金县现有9个

①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在本世纪末实现农

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简称。



区、2个县属镇、57个乡、镇，总面积4441．22平

方公里。有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土家族、苗
族、壮族等11个民族932450人分居全县各地。由

于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域，物产丰富，素
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美称。地下有黄金、金刚石、

锑、钨等20多种矿藏，物阜民殷。然而，被称为
福地洞天的“世外桃源”，在历代封建王朝血腥
统治下，兵燹不断，人民终年累月，日不饱肚，

夜不暧身，大、小灾年更是饿殍遍野，多少农民起
义血流成河，梦寐以求民主与自由。从本世纪20

年代开始，全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坚持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
真正走上希望之路。

早在北伐军进入湖南期间，中共桃源特支支

部即团结国民党，帮助组织和改组国民党桃源县

党部，联合工、农、商、学各界人士，成立雪耻会、
总工会、农协会、女界联合会，在全县范围内宣

传和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减

租、减息一等运动，为初具规模的革命统一战线

奠定了基础。1 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
动反革命政变，桃源亦发生“敬日事变"，大批

革命者惨遭杀害，使革命统一战线遭受到严重的

破坏。抗日战争时期，桃源人民在中共地下组织
览



的领导下，积极地开展筹粮捐款，支援前线等救
亡活动。解放战争中，全县人民反内战，反饥饿，
反对国民党抓丁派款的斗争此伏彼起；各种进步
力量逐步发展壮大，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洪流中，结成了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泛统一战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发出

搿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

府”的号召，县内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爱国人
士和少数民族人士热烈拥护，并在中共地下组织
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护校、护厂、护仓，维持治

安，为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积

极作好迎解①工作。

1950"-'1954年，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根据《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

颁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召开了

l～9次桃源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桃源
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代替履行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的职权，对当时国
内的重大问题和全县的政治、经济以及县人民政

①迎接解放，即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

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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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人选等重大事情，进行政治协商，办复提案339

件，对建设地方政权、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发
展生产等方面的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1955年春，县委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关于自

治州及各县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及政协地方
委员会的指示》和中共常德地委的安排，两次召
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协商成立

政协桃源县首届委员会组成的参加单位、委员名

单。县政协首届委员会由10个界别，21名委员组

成，至6届委员会扩大到16个界别， l 87名委

员。

县政协历届委员会召开的全会、常务委员会、

主席会，是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规定的任务和全国政协及省、市、县政协全会的

决议，对全县的重大事情和重要人事任免等行使

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的主要活动。从
1～3届期间，共召开6次全体委员会议，10次常

务委员会议(含扩大)，历届主席分别由县委政

治委员王丕林和县委书记张宜林、张文光、杨汇

泉兼任。

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
三年(1959-----1961年)困难时期，县人民政协经
受了严峻考验，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

4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疯
狂破坏党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县内一些政协

委员和爱国人土遭到打击和迫害，造成很多冤、
假、错案，县政协工作陷于瘫痪。

1979年，随着中共1 1届3中全会精神的贯
彻，县政协的活动得以恢复和发展，但是，其职能

作用及其地位，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县政
协4届全会召开以后，配备专职副主席和工作人

员，5届全会始设专职主席和副主席，工作人员
亦逐步增加，并设立专门委员会，自此，县政协

的工作和活动逐步趋向正规。从4届全会到6届
1次全会止，共召开9次全体委员会议、37次常

务委员会议、27次主席会议。同时，县政协主席
或副主席分别列席县委常委会、县人大常委会和
县长办公会，对金县的国民经济、财政预决算、

政法、教育以及主要人事安排等重大问题进行协
商。县政协委员还以列席有关的会议、座谈讨论，

对话协商、建议、提案等方式，参与对国家大事、
地方事务、少数民族、宗教事务和爱国统一战线
内部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提出建议或批评。4～

6届期间，委员提案241人次，办理提案465件，
促使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一些利国利民的重大

建设下决心或作出具体规划。县内兴建的渔父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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