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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元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贤县委员会于

1959年12月正式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周年了。在

这改革、开放的盛世之年，在这共和国成立四十周

年、人民政协成立四十周年之际，编纂政协志，抚

今追昔，继往开来，无疑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和现实意义的大事。 ．

，

《进贤县政协志》是浩如烟海的进贤地方志一

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进贤政协史上第一部

专志。它侧要地记述了进贤县政协的历史沿革、组

织机构、领导成员更迭、主要工作及其活动情况，

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三十年来进贤县政协发展变化

的历史过程，再现了我县政协工作的概貌。

昔人云“修史之难，莫过于志”，何况《进贤县

政协志》的编写人员又全是“家兵家将’’。编写组的

同志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及资料不全等诸多困



序

难，本着实事求是、宁缺勿讹之精神，对我县政协

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研究和总

结，采取详近略远、详略适宜、突出重点的编写原

则，集体讨论、逐一核实定审的编纂方法，力求使

志尽可能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较好地统

一O

历史是人民写成的。我们在编纂这部《进贤县

政协志》的过程中，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统战部、

档案局和其它有关单位及在县政协工作过的老领

导、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和鼎力相助，谨此表示真挚

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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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派、民主人士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占了一

定的比例，有天主教、基督教组织各一个，侨眷15

户，工会、青联、妇联、工商联等组织较为俱全‘。为

了进一步扩大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

业服务，经宜春地委批准，于1959年12月14日

成立筹委会，揭开了进贤政协史的第一页。它的建

立和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

1959年12月至1966年5月，即县政协首届

一次会议至四届一次会议期间，我们年轻的共和

国已由百废待兴开始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县政协和全国各级政

协组织一样，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组织各界人士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策，协商和处

理人民政协内部和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问题，团

结各界人士，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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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建设的滚滚洪流之中。这一期间，县政协克服条

件差、人手少、经验不足等困难，尽力而为地开展

工作和各项活动。

1．政协建制和会务

县政协首届一次会议选举主席1名，副主席

2名’，常务委员13名。有委员37名，14个界别；

至四届一次会议，委员增至53名，常务委员23

名，15个界别。 ．
．

这一阶段，政协组织机构渐趋完善，有领导机

构和办事机构。二届一次会议开始设立学习委员

会和提案委员会，政协下设工作组。工作组一般按

行业来划分。一至三届设立四个工作组，第四届委

员会改设六个工作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大多

数属兼职，至四届一次会议，县政协才有两名驻会

人员。县政协主席都由中共进贤县委书记担任，秘

书长一般由县委统战部长兼任。办公用房为一

间。

2．主要工作及其活动
‘

①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

一至四届委员会，县政协履行基本职能是遵

循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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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章程》中的七条准则办事，主要内容有协商

各级人民代表名单和政协组成人员；向国家机关’

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协商和处理人民政协内

部及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问题等。形式多半是会
＼ 议协商，以县政协组织这一级为主。如二届一次会

议期间，委员列席了县人民委员会会议，对民主党

派、工商界、知识分子改造与服务问题，对新“三

反”问题，对。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问题进行了

讨论、协商。／二届二次常务委员会议，委员列席了

县人委四届四次全委会，听取和讨论了全县右派

分子的改造情况和今后改造工作的报告，并就改

造右派分子办公室提出符合摘帽条件的右派分子

的名单进行了协商。通过这项活动，推动了各界人

士参与政治生活，履行政协的基本职能。

②学习和宣传 ．

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时事

政策，进行形势教育，在这一时期抓得较紧，抓得

较实，并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学习热潮。

组织学习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定期或不定期

的集中学习；二是通过业余学校、社会主义学校组

织轮训。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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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政协关于组织政协委员、民主党派、

工商界和各界民主人士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

和社会主义教育计划的精神及中共进贤县委指

示，县政协为提高各界人士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

认识，经常组织在县城的政协委员、工商联委员、

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学习中共中央重要文件，马、

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及时事政策，成立了中心学

习小组，并先后制订了“关于组织在县城的政协委

员、工商联委员、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进行爱

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

的计划"、“关于组织各界人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的

计划"等。此外，还要求在机关企业的民主人士，根

据县委宣传部的统一布置，和职工一道进行学习。
· 首届一次会议之后，为了帮助政协委员和各

界人士提高政治思想觉悟，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增

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提高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积极性，县政协政治学校在1960年1～

10月，就举办了两期培训班，1961年又创办了社

会主义学校，由县委书记、县政协主席亲自担任校

长，还在许多社、镇举办了社会主义业余学校多

所，对工商界和其它界别的民主人士分期分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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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培训。

③工作组活动

，这一阶段，工作组的活动，主要是以学习为

主，其次是组织各界人士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活

动，兼以开展一些学术交流、业务活动及文化、体

育活动。

工作组的学习形式比较多样，如座谈、宣讲、

报告会等，单座谈会就有形势分析会、春节茶话

会、中秋赏月会j联欢会等，学习方针是“联系实

际，改造思想’’，原则是“和风细雨，正面教育"。方

法是“神仙会’’(即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

子)，就是要大家在一起，不拘一格，畅所欲言j采

用这种方法，意在消除各界人士因数年来政治运

动中某些左的倾向带来的余悸，广开言路。

这一阶段，县政协及工作组组织开展的社会

活动比较多，象团结和推动各界人士反对帝国主

义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集会庆祝我空军

部队击落美制蒋帮u一2间谍飞机的重大胜利，声

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组织各界人士面

向农村，支援农业生产，如促进工商界组织货郎担

送货下乡、上门收购，医药卫生界人士下乡巡回医



命故事、“谷雨诗会"及带有探讨性质的各类小型

座谈会，诸如“名老中医座谈会"、“教学经验交流

会99、66季节流行疾病研究会”、“防治农作物病虫害

专题研究会力等。

，④委员提案

县政协从二届一次会议起，设置了提案审查、
委员会。至四届一次会议，都由提案委员会审查委

员的提案。会后，由县政协秘书进行分类立案，遴。
交有关部门处理。这一期间，委员们的提案内容以

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及改善学校和其它公共设施条

件为主。

如首届一次会议期间，文教战线的委员提到

正在兴建中的进贤中学教学大楼要完工尚欠部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