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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

《贵池政协志》序文

张 泽 海

古人有云： “盛世修志”。《贵池政协志》

编纂成功，付印发行，这是我市人民生活中的一

件大喜事，。更是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的重要体

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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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秀丽、资源丰富、人文会萃的贵池，虽

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但在旧社会却灾难重

重。勤劳勇敢的贵池人民，在那“长夜难明”的

漫长岁月里，进行了如火如荼的斗争，百折而不

挠，前仆而后继，终于在l 9 4 9年4月2 1日迎

来了翻身解放的胜利。同年5月1日，贵池人民

有了自己的政权一一贵池县人民政府成立了。
l 9 5 9年7月5日，贵池县政协设立了，并召

开了第一届全体委员会议。她的设立，给贵池历

史增添了新的内容。《贵池政协志》，以翔实的史

料，记载了我市(县)政协组织及其同仁在中共

贵池市(县)委领导下合作共事，献计建言的劳

绩。以尊重历史的笔法，记载了诤友们以炎黄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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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志书因此
加紧密地团结在
，信心百倍，脚

池大地添花加

添砖加瓦。
行之际，向关

士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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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

———————————————————————————————一__。 _l

屈．

一、《贵池政协志》，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章程》为依据。

．

二、断限：上限起自1 9 5 9年4月，下限
截止l 9 8 8年8月撒县建市时。记述县政协筹
备、建立及发展过程中的活动情况。

三、体例：本书采用志体，横列政协门类，

纵述活动过程，以类系事，事以类从。先分大
类，次分小类。设章、节、目三个层次，层层相
辖，先后关连。

四、形式：本书采用志、图、表、录等形
式，以志为主，图表相辅，．附录为补。

五、资料：本书引用资料，以县政协机关保

存的档案资料为主，旁涉资料来源于文档、’公
安、统战等部门的文献资料。

对于重大活动不见文字记载的，采用了有关

肚鬻薹磷辫赫靴m



凡 例

体外，还采用口语体、公文语体，科学语

合语体式记述，以期达到尽可能准确地记

活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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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池县位于长江南岸，东-9铜陵、青阳二县接
壤，南和石台县毗邻，西接东至县，北滨长江与
枞阳县隔江相望。全县地势，南高北低，南部山

区，中部丘陵起伏，北部多圩区。境内有巴山、
齐山、诸山及秋浦、白洋、黄盆、．九华诸河。总

行政区划面积为2，5 l 0．4 l平方公里。

县制始建于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l 0 9

年)，公元6 2 6年，始名贵池，县治在现县
城。

全县人口5 5万，汉族居多，据l 9 8 2年

统计，有回族3 5 l入，满族9人，壮族7人，

蒙古族、藏族各2人，苗族1人。历史上居民多

信佛，但虔诚的佛教徒不多。据l 9 4 8年统

计，全县有僧尼4 5 9人(其中女尼l 1 9人)．

回民多信伊斯兰教。近代，天主教、基督教相继

传入县境。据l 9 5 1年统计，天主教徒2417
人，基督教在我县最盛时，徒众百余人。抗日战
争前夕，该教在我县停止活动。

贵池山川秀丽，资源丰富。王十朋《泊池 ．

／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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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丰富的大理石、黄沙等资源。还有白鹭、白
鹇、锦鸵鸟等珍禽与猩猩、白猿等异兽，真是：
“千千石楠树，万万女贞林；山山白鹭满，涧涧
白猿吟”。然而在旧社会里，这些丰富的自然资
源，由广大人民创造成财富，却源源流进统治阶
级的腰包，而劳动人民日益赤贫化，阶级矛盾日
益尖锐，早在唐代宝应元年(公元7 6 2年)歙

州方清和广德陈庄率农民起义，贵池农民起而响
应，会师于贵池乌石山，乾符六年(公元
8 7 9年)，农民配合黄巢起义军攻克池州。清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义军占领贵池，得到贵池农
民更加广泛的支持，农民积极参军，交纳军粮，
使贵池成为抗清的战场。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
贵池人民斗争出现新的势态，l 9 2 7年，林伯
渠、程潜率领的北伐第六军挺进贵池时，贵池人
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除军阀、打土豪的革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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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1 9 2 8年夏，中共贵池特别支部成立，领
导人民进行了抗租抗税，罢工罢课，策动兵变等
斗争。l 9 3 5年l 1月，留田地区暴发了武装
暴动，9月，中共江南特委率5 0 0人举行“中

秋暴动”，成立了江南特区苏维埃政府，实行了
土地改革。l 9 3 8年1 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贵

池县城，并把侵略魔掌伸向部分乡镇，广大人民
陷入了灾难的深渊，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
l 9 4 1年，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一部分挺进

贵东，贵西，依靠农民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广泛
团结各界人士，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反动倒退的危

险，全县人民又为新中国的诞生继续斗争，终于
在1 9 4 9年4月2 1日赢得了解放。5月1

日贵池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从此，贵池社会发
展翻开了新的一页，人民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状况
已成过去，县2r_会、妇女联合会、工商联合会、
文联、科协以及村、乡农会等群众团体相继成
立。l 9 4 9年l 2月。，贵池县召开第一次各界
人民代表会。就是在这样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池县委员会于1 9 5 9年7

月5日成立，并召开首届全体委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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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

战线的组织。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

中，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
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

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

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

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

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

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根据中国共产

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

监督”，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对国

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
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池县委员会，是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是在中共贵池
县委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从l 9 5 9年7月

5日成立以来，至1 9 8 8年8月，已历经五

届，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下面作一简要的叙
述：

一、创建时期
从l 9 5 9年7月5日第一届委员会成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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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6 6年4月2日二届四次常委会议止，历时

近九年，每届委员会均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组成各届常

务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任期内，召开十次常委

会，第二届召开四次常委会，主要是学习党政领

导人的讲话，统一思想认识，或讨论一些内部事
务。这两届委员会，均未设立办公室，一些具体

事务，由县委统战部一名工作人员负责处理。其

他工作机构，第一届设学习工作委员会、工商工
作组、卫生工作组、文教工作组、文史资料工作

组。第二届增设宗教工作组和殷汇综合工作组。

工作组(委)活动不多，处于摸索阶段。

二、停止活动时期

从1 9 6 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80年
10月，政协组织被破坏，一切活动停止。

三、恢复、发展时期

从1 9 8 0年1 l起，着手恢复县政协组
织，至1 9 8 1年3月，经过短时期筹备，县政

协第三届委员会3月2 5日至4月1日举行第一

次全体委员会议。从此县政协走上蓬勃发展的新
时期。

从这一届开始，县政协列为县领导班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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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立了办公室，调配了专职干部，统一战

线也扩大了，由工、农、知识分子的联盟，扩大

到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

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日益得到发挥，从第

三届开始，每届任期三年，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委

员会议。除决定统战内部重大事务外，出席历次

全体委员会议的委员，均同时列席了县人民代表
大会，就国家重大事务和本县的政府工作报告、

国民经济计划、财政预算以及重要人事安排方面
的工作，进行广泛的协商。委员还以提案方

式，反映他们和他们所联系的群众对社会生活各
方面的意见、要求和建议，从三届一次全体委员
会议至五届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共收到委员提案
8 2 3件，许多提案得到了认真地落实，发挥了
很好的社会效益。

常委会议，主席会议已经常化、制度化，有
效地团结了各界人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两

个文明建设献计出力。

由委员按专业和统一战线的各个方面组成的
工作组(委)，联系各方面的有识之士，通过视

察、调查等J搞清情况，向有关部门提出兴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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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的建议，发挥了政协综合人才库的整体优势。
第三届设一委五组，第四届一委八组，后调整为

二委七组。第五届三委九组。文史资料工作组，

从l 9 8 4年1 1月至l 9 8 7年l 2月，已编
辑出版《贵池文史资料》三辑。政协工作组(委)
积极开展活动，不断开拓着政协活动的广度和深
度。

总之，县政协工作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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