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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达州市通川区委员会主席

刘应春

根据中共通川区委员会和通川区人民政府的规划，政协通川区委员会

第八届第九次主席会议决定编撰《通川区政协志》，今如期完成编撰任务，付

梓发行。这，既缵承了前辈修志存史之先绪，也为通川区人民坚持科学发展

观，做好政协工作提供了镜鉴。

本着可信、可读、可用原则编撰的《通川区政协志》，如实记录了中共达

县(川)市、通川区委员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科学领导，也如实记录了达县

(川)市、通川区人民政府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视和为政协各项工作提供的

有力保障。

《通川区政协志》横承五大门类，全方位、多角度纵述政协达县(川)市、

通川区委员会的发展历程，客观记录了历届领导、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团

结各界爱国人士，遵循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忠实

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举社会主

义和爱国主义两大旗帜，突出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以人为本，针对事

关本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事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一系

列科学的调查研究之后，积极建言献策，供党委、政府决策参考。为本区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由此而论，《通川区政协

志》是通川区政协历届领导、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用智慧和心血谱写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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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任重而道远。为此，我

殷望广大政协委员、特别是政协工作者认真读《志》、科学用《志》，从中吸取

教益，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方针，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积极发挥我国社会主

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理顺情绪，增进共识，把全区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凝聚到发展和建设上来；坚持科学发展观，注重实效，为推进通川区经济和

社会快速发展、健康发展再铸辉煌o

《通川区政协志》能如期完成编撰和印行工作，得力于编撰人员的不懈

努力；也承蒙通川区政协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悉心垂教。在

此，我对为达县(川)市、通川区政协工作恪尽职守、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历

届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以及所有关心、支持、帮助政协工作的各界人士表

示诚挚的敬意和谢忱!

二OO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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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依据《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表述，客观反映通川区政协工作1979年9月至2008年

底三十年的历史o ，

二、本志的史料主要是馆藏档案中的各种会议文件、年鉴、工作通讯、原

始记录及口碑资料，经核实后采用，力求达到准确翔实。

三、本志采用记事本末体，横排纵写的方法，除首尾序言、概述、大事记

和附录外，分设五章，章下设节设目，以述、记、录、表、图为主，图页置卷首。

四、对较长名词名称，在第一次出现全称后一律采用简称。如：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达州市通川区委员会简称通川区政协或区政协，通川区政

协第一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或常务委员会议)简称区政协一届一次全委

会(或常委会)，余类推o ．

五、达州市通川区1976年由达县析出建立达县市；1993年更名为达川

市；1999年更名为通川区。本志中涉及的行政区划名称均以当时实际名称

记录o

六、志中年代采用公元纪年，统计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本志一律采用

规范的简化汉字及标准化的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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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达州市通川区位于四川省东北部，是达州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

为总管府、都督府、郡、州、府、专员公署、行政公署治地。素有“川东北门

户"、“川东北物资集散地"和“川东北文化名城"之美誉；地理位置优势明

显，特色资源丰富，水、电、气、通讯设施完备，以210国道为主的四级公路网

络以及襄渝铁路纵贯全境，也是达成线、达万线铁路客货运输的始发站。达

渝高速公路通车、河市机场复航，进一步缩短了通川区与长城内外、大江南

北的距离，且有州河航运顺流而下直达重庆市o

1976年经国务院批准，析达县城关镇及相邻公社置达县市，1993年7月

更名为达川市，1999年12月更名为通川区。幅员面积451平方公里，耕地

面积10．6万亩，辖西外、复兴、双龙、北外、罗江、魏兴、蒲家7镇；磐石、东岳、

新村3乡；东城、西城、朝阳3个街道办事处及莲花湖管理委员会。有34个

社区居民委员会，172个行政村o 2008年末总人口40万。

政协达县市委员会是在原政协达县委员会恢复日常的委、组活动的基

础上进行筹建，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9月正式成立。市政协

成立后，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从党的组织、办事机构、委组机构方面进行

了组织建设；从思想建设、改进作风、订立制度方面加强了机关建设，使市政

协机关逐步成为能适应自己职能和本区三个文明建设需要的工作机关。

1993年7月，政协达县市委员会更名政协达川市委员会o 1999年12月，更

名为政协通川区委员会。达县(川)市、通川区政协迄今已历经三十年的光

辉里程。

三十年来，中共达县市委、达川市委、通川区委始终注重对政协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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