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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进凯
2003 2—20。5】2



2005年3月31日．全围歧协剐主席张梅颖(1i；i中)，省委副书记Il道明(前朽五)、省政

协副主席父正德(前左五)、省委统战部常务剐部K耩k梅(前有四)、11f政协主席任德偷(11订

肃二)、市蚕副书记伏文趟(前左二)、市政西副主席李盛文(后排有匠)、畅必(后排左四)等领

导参加秤莲池乡张fI目故居举行的张澜铜像揭幕仪』℃后排7I匕为县委书记^i{良俊．左。为县

K蔡绍雄．1『阴为县人大主仟十I：延聪，右：为县政m主席冯顺华。，

19吕年。月一日，县委H开∞8人参加曲县统战广_作会议。县委书记杨兴普、副书记料松、何丕慧、吕峰分别主持大会，并作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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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月．K

盟心充县支部顺利

寅现新也交替．改选

r领导班了、辛恒吉

(前左一)为主任委

员．前左凹为m虚

一，左百为杨元明．

左一为杨竹筠+

1991年4爿．台

湾省台北市阿充县

同乡会理事K罗若

水(前-{，)、监事妊任

重远(|}i『右■)术州

充21名同乡回两充

探亲祭祖．受到县

委、政府干¨统战部的

热情接待。，

¨8∽年新落成的西充县政西办公大楼



2004年4月17

日．“世界联合圣经公

会”客人在省基督教两

会负责人陪同下来访

西充基督教会。(左起：

何永明、古大卫(美)、

纪进凯、艾利克(美

国)、邓治清、蔡凌云、

赵刚、罗本秀、王光辉

牧师)。

1987年9月12

日14日．成都黄埔军

校同学会西充联络组在

县城举行正式建立庆祝

活动。县委、人大、政府、

政协领导同志亲自到会

祝贺。

前排左起：刘向东、

李穰、杜君和、杜培松、杨

兴普、杨元明、李宏毅、鲜

玉良、高禄荣。

台湾知名人士，

西充籍台胞贾守旭夫

妇回家探视祭祖。家

乡党政领导给予了热

情接待。前排左起：王

丕奎、刘向东、吴同

晋、李占富、杨兴普、

贾守旭夫妇、杜培松、

杜君和、高禄荣、于光

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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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西充县委统战部机关全体人员合影(2005年12月)。，前排左

起：魏崇斌、纪进凯、杨嘲、严昭裕，后排左起：崔廷裕、何永明、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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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西充县委统战部

二00五年县级统战工作

乡己迸量皇煎
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

二00五年+二月

中共西充县委统战部
2003年度统战工作

中共南充市委
二0 0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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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西充县委副书记 杨 丹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伴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壮大和成熟而建

立、巩固和扩大。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断推进、发展的形势，显示出它“不仅

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

宝”。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共西充县委坚持“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的统战工作方针，使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的地位和作用，在西充这

块神奇而极富活力的沃土上，得以充分地显示和发挥，统一战线在推进西充各

个历史时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充县统战志》，正是这些历史画面的再现。它以客观、公正、翔实的历史资

事，意境深远和立意新颖的命题格调，朴实无华、实事求是地述写了西充55年可

歌可泣的统战历史，重现了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更令人情激的历史画面；它不

仅体现了党的统战工作者的艰辛与功劳，更重要的是，它记载了西充县党的统

一战线巩固、发展、扩大的波澜岁月和光辉历程，记载了西充县统一战线内，为

党和人民的事业，同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矢志不渝的党外代表人

士的胸襟、情怀和业绩，真令人追思、留连，更给人以启迪、振奋。

西充，悠悠古县、千年沧桑、人杰地灵；人民，勤劳朴实、忠厚仁道、扶正仗

义。《西充县统战志》所描绘的历史画面让人确信，西充的确是一块党的统一战

线之风盛扬、统一战线之花盛开、统一战线之果盛丰的沃土。盛誉中外的伟大

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张澜，功记华史的民主革命家鲜英和一大批

名留泽史的抗日名将、名人和其他党外名流，孕育于这块热土，建功于中华大

地。这是西充人民的骄傲与自豪。继老一代党的挚诚诤友的相继辞世、离任，

新的一代党外代表人士不断涌现，正以豪迈的步伐，踏着前辈的足迹，紧随时代
．1·



的旋律，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在中共西充县委确定的宏伟建设目标的征途上。

他们的成长、壮大和崛起，正是西充人民的企盼与厚望。

让我们在中共西充县委的领导下，吸取历史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弘扬历史

精萃，继写历史新章。让西充传统灿烂的统一战线之花，结出更加丰硕甜蜜的

统一战线之果。

2005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以中共中央统战部编印的《统一战线基本知识》和《新时期统一战线基础知

识》为政策理论依据。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反映西充县统一战线的历史

状况和基本特点。

二、本志时限为1950年1月8日至2005年12月31日，某些事类有所上

溯。

三、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历史资料限制，本志中涉及各界人士的安排，有的列

名，有的只能列数据体现。有的史实，只言结论，不涉过程。

四、对历史人物一律按当时的历史习惯称谓，不加政治性定语；一律称姓

名，根据需要，前加职称。

五、本志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和横排竖写的原则，设章、节、目三个分

层。

六、坚持人物生不列传的原则。本志“人物传略”侧重于“人物”在统一战线

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七、台侨机构，时限为由统战部划归政府归口管理为止。其工作写于“海外

统战”一章。

八、《西充县志》是本志的重要资料参照依据，同时亦参考其他有关部门志。

九、本志采用标准化现代汉语行文。

十、西充县政协工作，请阅政协志，本志未列专章。



目 录

目 录

概述⋯⋯⋯⋯⋯⋯⋯⋯⋯⋯⋯⋯⋯⋯⋯⋯⋯⋯⋯⋯⋯⋯⋯⋯⋯⋯⋯⋯(1)

大事记⋯⋯⋯⋯⋯⋯⋯⋯⋯⋯⋯⋯⋯⋯⋯⋯⋯⋯⋯⋯⋯⋯⋯⋯⋯⋯⋯⋯(9)

第一章机构沿革⋯⋯⋯⋯⋯⋯⋯⋯⋯⋯⋯⋯⋯⋯⋯⋯⋯⋯⋯⋯⋯⋯⋯(47)

第一节机构⋯⋯⋯⋯⋯⋯⋯⋯⋯⋯⋯⋯⋯⋯⋯⋯⋯⋯⋯⋯⋯⋯⋯⋯(49)

一、中共西充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49)

二、中共西充县委台湾工作办公室⋯⋯⋯⋯⋯⋯⋯⋯⋯⋯⋯⋯⋯⋯(52)

三、西充县工商业联合会(商会)⋯⋯⋯⋯⋯⋯⋯⋯⋯⋯⋯⋯⋯⋯⋯(53)

四、西充县侨务办公室⋯⋯⋯⋯⋯⋯⋯⋯⋯⋯⋯⋯⋯⋯⋯⋯⋯⋯⋯(．57)

五、西充县侨眷联合会⋯⋯⋯⋯⋯⋯⋯⋯⋯⋯⋯⋯⋯⋯⋯⋯⋯⋯⋯(57)

六、西充县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局⋯⋯⋯⋯⋯⋯⋯⋯⋯⋯⋯⋯⋯(58)

第二节组织⋯⋯⋯⋯⋯⋯⋯⋯⋯⋯⋯⋯⋯⋯⋯⋯⋯⋯⋯⋯⋯⋯⋯⋯(58)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充县委员会⋯⋯⋯⋯⋯⋯⋯⋯⋯⋯⋯(58)

二、中国民主同盟西充县总支部委员会⋯⋯⋯⋯⋯⋯⋯⋯⋯⋯⋯⋯(65)

三、西充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68)

四、西充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70)

五、西充县台胞台属联谊会⋯⋯⋯⋯⋯⋯⋯⋯⋯⋯⋯⋯⋯⋯⋯⋯⋯(71)

六、西充县统战理论研究会⋯⋯⋯⋯⋯⋯⋯⋯⋯⋯⋯⋯⋯⋯⋯⋯⋯(jr2)

七、西充县光彩事业促进会⋯⋯⋯⋯⋯⋯⋯⋯⋯⋯⋯⋯⋯⋯⋯⋯⋯(74)

八、黄埔同学会西充联络组⋯⋯⋯⋯⋯⋯⋯⋯⋯⋯⋯⋯⋯⋯⋯⋯⋯(74)

第二章职能、制度⋯⋯⋯⋯⋯⋯⋯⋯⋯⋯⋯⋯⋯⋯⋯⋯⋯⋯⋯⋯⋯⋯(79)

第一节 职能⋯⋯⋯⋯⋯⋯⋯⋯⋯⋯⋯⋯⋯⋯⋯⋯⋯⋯⋯⋯⋯⋯⋯⋯(81)

第二节对象⋯⋯⋯⋯⋯⋯⋯⋯⋯⋯⋯⋯⋯⋯⋯⋯⋯⋯⋯⋯⋯⋯⋯⋯(82)

·l·



目 录

第三节制度⋯⋯⋯⋯⋯⋯⋯⋯⋯⋯⋯⋯⋯⋯⋯⋯⋯⋯⋯⋯⋯⋯⋯⋯(84)

第三章人事安排⋯⋯⋯⋯⋯⋯⋯⋯⋯⋯⋯⋯⋯⋯⋯⋯⋯⋯⋯⋯⋯⋯⋯(87)

第一节政治安排⋯⋯⋯⋯⋯⋯⋯⋯⋯⋯⋯⋯⋯⋯⋯⋯⋯⋯⋯⋯⋯⋯(89)

一、各代会代表⋯⋯⋯⋯⋯⋯⋯⋯⋯⋯⋯⋯⋯⋯⋯⋯⋯⋯⋯⋯⋯⋯(89)

二、学委会成员⋯⋯⋯⋯⋯⋯⋯⋯⋯⋯⋯⋯⋯⋯⋯⋯⋯⋯⋯⋯⋯⋯(91)

三、人民代表⋯⋯⋯⋯⋯⋯⋯⋯⋯⋯⋯⋯⋯⋯⋯⋯⋯⋯⋯⋯⋯⋯⋯(91)

四、政协委员⋯⋯⋯⋯⋯⋯⋯⋯⋯⋯⋯⋯⋯⋯⋯⋯⋯⋯⋯⋯⋯⋯⋯(95)

五、其他方面⋯⋯⋯⋯⋯⋯⋯⋯⋯⋯⋯⋯⋯⋯⋯⋯⋯⋯⋯⋯⋯⋯⋯(98)

第二节实职安排⋯⋯⋯⋯⋯⋯⋯⋯⋯⋯⋯⋯⋯⋯⋯⋯⋯⋯⋯⋯⋯(100)

一、西充县人民政府⋯⋯⋯⋯⋯⋯⋯⋯⋯⋯⋯⋯⋯⋯⋯⋯⋯⋯⋯⋯(100)

二、县政府部门⋯⋯⋯⋯⋯⋯⋯⋯⋯⋯⋯⋯⋯⋯⋯⋯⋯⋯⋯⋯⋯⋯(100)

三、其他县级单位⋯⋯⋯⋯⋯⋯⋯⋯⋯⋯⋯⋯⋯⋯⋯⋯⋯⋯⋯⋯⋯(102)

第六章党派、工商⋯⋯⋯⋯⋯⋯⋯⋯⋯⋯⋯⋯⋯⋯⋯⋯⋯⋯⋯⋯⋯⋯(125)
·2·

、J、，、，、，、，、，、，

3

5

6

7

8

O

1

∞

晒

％

凹

吣

加

¨

1l

1J，l

1l

1l

1l，l，I、／L／L／L／L／L／L

．

策作业济扶作战献合事经帮合统言科彩营点西济建统光民定盟

经

节节节节节节

章

一

二三四五六四第第第第第第

第

、J、，、J、，

3

5

7

0

1

1

1

2

●●1●l●●1

tl，I／L／L，L

．

t

．

．务作务战任工侨统针台事外方对外

海

节：}甲节

章

一

一一

三五第第第

第



目 录

第一节民主党派⋯⋯⋯⋯⋯⋯⋯⋯⋯⋯⋯⋯⋯⋯⋯⋯⋯⋯⋯⋯⋯(127)

第二节工商工作⋯⋯⋯⋯⋯⋯⋯⋯⋯⋯⋯⋯⋯⋯⋯⋯⋯⋯⋯⋯⋯(132)

第七章民族宗教⋯⋯⋯⋯⋯⋯⋯⋯⋯⋯⋯⋯⋯⋯⋯⋯⋯⋯⋯⋯⋯⋯(139)

第一节 民族⋯⋯⋯⋯⋯⋯⋯⋯⋯⋯⋯⋯⋯⋯⋯⋯⋯⋯⋯⋯⋯⋯⋯(141)

第二节宗教⋯⋯⋯⋯⋯⋯⋯⋯⋯⋯⋯⋯⋯⋯⋯⋯⋯⋯⋯⋯⋯⋯⋯(142)

第八章知识分子⋯⋯⋯⋯⋯⋯⋯⋯⋯⋯⋯⋯⋯⋯⋯⋯⋯⋯⋯⋯⋯⋯(149)

第九章落实政策⋯⋯⋯⋯⋯⋯⋯⋯⋯⋯⋯⋯⋯⋯⋯⋯⋯⋯⋯⋯⋯⋯(155)

第一节改正“反右”斗争错误⋯⋯⋯⋯⋯⋯⋯⋯⋯⋯⋯⋯⋯⋯⋯⋯(157)

第二节区别“三小”工商业者⋯⋯⋯⋯⋯⋯⋯⋯⋯⋯⋯⋯⋯⋯⋯⋯(158)

第三节纠正“三属”冤假错案⋯⋯⋯⋯⋯⋯⋯⋯⋯⋯⋯⋯⋯⋯⋯⋯(158)

第四节落实“起投”人员待遇⋯⋯⋯⋯⋯⋯⋯⋯⋯⋯⋯⋯⋯⋯⋯⋯(159)

第五节处理“查抄”财物问题⋯⋯⋯⋯⋯⋯⋯⋯⋯⋯⋯⋯⋯⋯⋯⋯(】60)

第六节清处其他有关遗案⋯⋯⋯⋯⋯⋯⋯⋯⋯⋯⋯⋯⋯⋯⋯⋯⋯(】61)

第七节全面执行统战政策⋯⋯⋯⋯⋯⋯⋯⋯⋯⋯⋯⋯⋯⋯⋯⋯⋯(161)

第十章机关建设⋯⋯⋯⋯⋯⋯⋯⋯⋯⋯⋯⋯⋯⋯⋯⋯⋯⋯⋯⋯⋯⋯

第一节中共支部⋯⋯⋯⋯⋯⋯⋯⋯⋯⋯⋯⋯⋯⋯⋯⋯⋯⋯⋯⋯⋯

第二节干部队伍⋯⋯⋯⋯⋯⋯⋯⋯⋯⋯⋯⋯⋯⋯⋯⋯⋯⋯⋯⋯⋯

第三节办公设施⋯⋯⋯⋯⋯⋯⋯⋯⋯⋯⋯⋯⋯⋯⋯⋯⋯⋯⋯⋯⋯

第四节财务管理⋯⋯⋯⋯⋯⋯⋯⋯⋯⋯⋯⋯⋯⋯⋯⋯⋯⋯⋯⋯⋯

第五节集体荣誉⋯⋯⋯⋯⋯⋯⋯⋯⋯⋯⋯⋯⋯⋯⋯⋯⋯⋯⋯⋯⋯

(1 65)

(】、67)

(168)

(170)

(171)

(172)

人物⋯⋯⋯⋯⋯⋯⋯⋯⋯⋯⋯⋯⋯⋯⋯⋯⋯⋯⋯⋯⋯⋯⋯⋯⋯⋯⋯⋯(173)

一、人物传略⋯⋯⋯⋯⋯⋯⋯⋯⋯⋯⋯⋯⋯⋯⋯⋯⋯⋯⋯⋯⋯⋯⋯⋯(175)

张澜⋯⋯⋯⋯⋯⋯⋯⋯⋯⋯⋯⋯⋯⋯⋯⋯⋯⋯⋯⋯⋯⋯⋯⋯⋯(175)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