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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宣(简称市参事室)
经过四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始终坚定不移地沿

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市
参事．鐾走过的历程好象一面镜子，它反映了中
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伟大，也反映

了人民政府任人唯贤的坦荡襟怀，更反映了一

批不同背景的人物在新中国的阳光照耀下，不
求闻达，但求奉献的精神面貌。室志的编写，
就是要犯这面镜子形成文字，以供今人和后人
借鉴。其意义：一可以供市参事室同仁时时对

照．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断革新，多做贡

献；二可以使各界人士对市参事室的性质，职

能，作用有较全面的了解，进而加深对党和政

府有关政策的认识；三可以为后世研究广州市
政治史提供一个侧面的真实素材。

这本室志虽经编写人员尽最大努力，但由

于水平所限，难免主旨虽明而末尽其意．资料
虽实而尚有遗珠，文字虽力求简洁犹存累赘之
笔·恳望各界高明．不吝指教，俾能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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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志的下限为1990年，这只是历史长河中

一个小段落。今后，市参事室的工作在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将不断有新的发
展．市参事室全体同志仍须不懈努力，坚持四

项基本屎则，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把广

州市建设成为高度繁荣、高度文明盼大都会而

竭尽所能，为以后市参事室续志谱写出更新更

美哟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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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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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l 室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系统

地反映参事、参事室的历史与现状。上限追溯至东汉时代，

下限为1990年o

2 室志编、章，节、目的设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力

求有所创新。顺序先沿革、后编制、职能、再工作活动。全

志以事为经，以时为纬。为了使读者扼要地了解室情，列概

述于卷首o

3 室志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文字、标点、数字

的使用及书写，均按1988年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广州市志>编写行文通则》的通-i,o规定执行。

4 室志对字数太多的常用词汇用简称，但首次出现使

用全称。

5 室志的资料来源于档案馆，图书馆，本室历年归档

材料，加上社会调查、专访实录。被采用的资料除在资料长

篇注明备考外，志书不一一注明出处。有的资料短时间无法

考核，则保持本来面貌，有待续修时补充完善。

6 历史上的朝代、历代政府、职官、专用名词，均按

当时习惯称谓。

7 室志记、志、传、图表，相片监用，以志为主体。

编 者

199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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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广娴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以下简称。市参事室。)是根

据广娴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1950年10月28日第六

次政府委员会决议成立的。是市政府所属的具有统战性、咨

询性的局级工作部门。参事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为

主体，由市长任命，其基本职责是参政议政。

追溯历史，。参事。一词始于东汉建安末年，意为参与

政务。·参事。作为官职始予隋朝，历经宋、元、．明、清各

朝代，r或日。参政’+，或日。参议’，其职责均同，‘在皇帝

和丞鞠攀譬之下。参与起草文书，商议机密，决断攻务，应
对’纛阍·’。 ·

。“

中华民国(1912年)成立后，中央政府及直属各部局均

有参事职，谓。参知部事。·民国l 6年(1927年)4月南京

国民政府成立，自中央至各院、部，局均置参事或参事处

(室)．民国时期广9{1市政府设参事始于民国17年(1928年)，

。辅助市长掌理关于法令起草，审议及市政设计之事项。’

民国27年(1938年)10月21日至民国3t年(1945年)5月日本

侵华，广州沦陷期间，原市政府机构撤离市区。在日本侵略

军操纵下，广娴地区先后成立广东治安维持委员会、广州市

台署，广她市政府(汪系)，期间也设参事．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广娴市政府复设参事．至广姗解放．

．。j⋯1949年10Jq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28天，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九次政务会议决定成立政务院参事室。以

{



君，各大区军政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份省辖

市人民政府相继任命了参事，设立参事室，作为政府机构，

持续至今．

市参事室从成立之日起，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建国

初规，’首批任命参事14人(其中正、酎主任各l入)均为民

主革命时期有过贡献，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及率都起

义、对解放大业著有劳绩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以后人

员逐年增加J，在市政府领导下，参加抗美援觐、镇压反革

命、土地改革三大运动，参加各项民主改革工作，出席市政

府有关会议，审议政府地方法令规章，开展社会调查，反映

社情民意，参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工作，

为广州蚵经济建设出谋献策。、同时，．市参事室叉起着人才储

备作用，第一批任命的参事中有半数被调任省厅级和市局级

的领导职务。1 956年全省知识分子登记后，一批知识分子及

建国前参勰起义程曾任国民党县，厨级以上姆幂驶人员被安

排到市参事室任研究员t t助理县，认j改爝至I∞人- ’，

然而，前进道路韭不平坦。195"z年中共开展整风运动，

市参事室成员参加大鸣大放，提出不少批评意见和建议。曲

于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土7名爱国人

士被错划为。右派份子。，有的开除公职，有的降职降薪t

由于反右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广州市委员会(以下簿稼枣共

广州市委)整风领导小组领导的，在此之后，市政府没存直

接管参事室的工作，原有的业务陷于停壤。市参事室被视为

旧军政人员的。收容所。，改造思想成了主要的任务·在

。左’的路线压抑下I’参事室成员承受着政治上的压力，

只髓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59年成立了文史贺料研

j氧



究组和对台工作研究组，撰写。三亲。(亲历、亲见、亲
闻)史料，编写对台宣传稿件，填报与台湾人员关系调查表

等，此外，部份成员在上级安排下，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广燃市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政协)机关的日常工作，协助

民政部门开展社会生产自救。在。大跃进。．年代，参加修筑

芳村铁路、流花湖，麓湖．东湖公园等工地的义务劳动，洒

下了辛勤的汗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澜席卷全国，市参事室酋当其
冲，直至成为统战系统重灾区中的重灾户，遭到更为猛烈的

冲击。办公室被。造反派”挤占，机构瘫痪，绝大多数成员

受到游街、抄家．集中批斗后，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被扣减

工资。2馏研究员、助理员被。一批二走”清洗出参事室。
21人被遣送农村蓝株连家属，余下人员被集中到市郊。统战学
j习班鼍‘趣学习。边劳动．继续检查交代．1973年才先后返回市
区，监临时安排狲市政协的三个委员会任研究员。1977年。

在册人员仅为45人． 、

髓着江膏反革命集团的灭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

开，有如春风送暖，给参事室带来了生机。经过拨乱反正，

，19_．7鲜市参事窒恢复机构，被错误处理的成员相继得到平反
昭雷，返回单位·在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全部、彻底地

落实了各项政策·原有的助理员全部晋升为研究员．随后又

安排一批社会人士为参事、研究员，增设办公室。至此，参

事室的人数又得以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o ．

198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的《关

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的意见》，是建国

，?以来中央对全国参事室工作的第一个禽：要文件，使参事室的

零



工作有了依据．根据文件精神，14名研究员先后晋升为参事，

初步改善了参事和研究员的生活和医疗待遇。这个时期，参

事、研究员的平均年龄已达到73,4岁，其中l／5已超80岁高

龄，但由于落实了政策，放下了思想包袱，人人心情舒畅，

精神振奋，表示要加倍工作，把坎坷岁月中失去的时间夺回

来。室领导因势利导，组织全体成员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新形

势、．新格局、新任务和党的各项统战政策，组织成员到各地
参观考察，接受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开阔|视野，促进观

念转变。组织身体条件较好的成员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调

查，开展参政议政， 。三胞”联谊活动及撰写文史资料等工

作o，大家情绪高涨，以实际行动开创参事室工作的新局面。

．J988年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参事室工作座谈会．，髓

后发出《国务院关于加强省、自治区，直辖市参事室工作曲g

通知》，对参事奎的性质、任务，作用，参事的基本职责、职

级待遇，改革参事任职办法，聘任新参事，增强参事工作活

力，改革办事机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指出；“注意在政府参事室中适当

安排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发挥他们的咨询作用·’

把参事室纳入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范畴。中共广：l{1

市委，市政府贯彻文件精神，理顺了参事室的领导关系，明

确分工-由副市长谢士华领导参事室工作．中国共产党广州市

委员会统战部(以下简称市委统战部)在统战政策及人事安

排方面加强指导。l 989年和l 990年两年中，经市委统战部审



核，市政府批准，先后聘任了1 3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

士为参事，新聘任参事年龄在60岁左右，具有高级职称或正

处级以上职务，参政议政能力较强，使参事的知识结构和年

龄结构有所改变，增强了参事室的活力。按照“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因人而异，各展所长”的方针，新老参事优势互

补，既加强了参政议政工作，又继续做好“三胞”联谊和编

写文史资料，开展统战理沦研究工作，市参事室又焕发出朝

气。

实践证明：在政府中设置参事室，使民主党派成员和无

党派人士能够在政府工作中直接发挥咨淘作用，有利于政府

领导人经常地、直接地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是政府

工作的需要。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设置参事

室，又是统战工作的需要。

“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下，参事室全体成员十分珍惜历史机遇，努力学习，积极开

拓，不断进取，力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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