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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

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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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重要形式，根据中

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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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名山县委员会于1983年U月筹备，

1984年3月建立。十多年来，政协名山县委员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章程》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

定》，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就全县工作重点、群众关心的热点和党政工作

的难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协商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全县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起到促进作用。

《名山县政协志》全书由概述、大事记；会议、机构、活动；人物；

附录四个部分组成。概述、大事记统揽全局，是全志之纲；会议、机构、

活动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县政协的历史和现状；人物篇为已故的政协领导和

较知名的委员立传(或传略)，收录了各届政协委员名单；附录收录县政

协的重要文献、资料。

修编史志，是一项繁重的文字系统工程，修编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在故纸堆中细致地收集资料，用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整理编写，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名山县解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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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民主政治建设情况，反映了县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履行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名山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作的贡

献。为统战和政协工作人员提供了历史借鉴。编辑人员这种实事求是，勤

奋努力，求真务实的精神令人赞许，值得学习。在此，对支持本志修编的

单位和个人表示谢忱。

魏 正 荣

2000年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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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体现时代精神，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统一。

二、断限，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1950年，从具有人民政

协性质，又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名山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起，到

2000年政协名山县第五届委员会届中止。

三、采用白话文、记叙体，记、志、传、图、表、录相结合的体例。

四、全书分卷首，主体和卷尾。卷首为概述和大事记。概述为全书之

纲，综览全貌；大事记按时序和届别记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

体。主体分三章，即会议、机构、活动。内容编排为横排竖写o“会议、

机构”，按届别记叙；“活动”，概略综述。卷尾为人物、附录。“人物”对

已故政协主席和较知名的政协委员立传(传略)，并收录历届政协委员名

单和受到表彰的优秀政协委员名单。附录，收录了县政协的重要文献资料

和县委书记在县委政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五、纪年，一律用公元，以阿拉伯文字记全称。行文、图表中的数字

亦采用阿拉伯文字。文中“解放前”系指1950年1月16日，名山县人民

政府成立前。

六、人物一般写姓名，不用套语和褒贬词，但根据需要可加职务。机

关团体、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以后用习惯的简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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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名山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雅安地区东部，东邻蒲江，南界丹棱、洪

雅，西连雅安，北壤邛崃。幅员面积614．27平方公里，海拔577—1456米，

地处北纬29。58 7—30。16 7，东经103。27—103。23 7。2000年底人口近26万。

名山县解放时属眉山专区，1953年3月4日，眉山专署撤销，划归温江地区。

1955年1月1日，划归西康省雅安地区。同年10月1日，西康省撤销，名山

县随雅安地区划归四川省。名山县东部的总岗山与西部的蒙山、莲花山、四

包山相对峙，两山之间丘陵散布，河溪纵横，坪岗交错。名山是川西平原通

往川西南山区的交通要塞，是成都地区进人雅安地区的门户。

1950年1月16日，名山县人民政府成立o 1950年4月，根据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组织细则》，以及中共川西区党委的指示，名山县于4月22日至27日在

县城原参议院置所召开名山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

召开，标志着名山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成立。

名山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从成立到1952年lO月，先后召开五次会议。

每次会议听取和讨论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议和意见，反映人民群众

的愿望和要求，团结各界人士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名山县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既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又具有人民

政协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以后，民主和法制日趋完善。名山县在基

层普选的基础上，产生了县人民代表145名，于1 954年7月5日至9日，召

开名山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至此，名山县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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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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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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名山县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协名山县委

员会”)是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于1983年11月开始筹备，1984年3月正式

成立的o

1984年3月28日至4月2日，政协名山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

县委党校召开，标志着县政协的正式成立o 1987年2月18日至22日，政协

名山县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o 1990年2月25日至3月2

日，政协名山县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o 1993年1月4日至7日，政

协名山县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o 1997年12月7日至11日，政协

名山县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县政协一般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委员

会议，每季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每月召开一次主席会议。每年开展调查、视

察，开展委员学习、座谈等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能，就全县工作的重点、群众关心的热点和党政工作的难点问题

进行调查研究，协商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

到促进作用。县政协委员们除参加政协会议和调查视察、学习等活动提出

意见和建议外，还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案工作条例的要求，积极提

出提案和建议意见。通过提出提案的形式参政议政、履行职能。

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方面，中共名山

县委先后批转了县政协《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办法》、《关于政治

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实施细则》。

为加强和改善对政协工作的领导，中共名山县委先后于1990年6月．7

日至8日，1993年12月24日至25日，1999年1月11日召开政协工作会

议，贯彻中共四JlI省委，中共雅安地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进行政协和统战

理论教育，要求党政领导干部认真执行有关规定，努力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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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50年

4月22日，名山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部署征

粮、剿匪工作和春耕生产o

10月9日至14日，名山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部署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讨论修建烈士陵园等事项。

1951年

5月1日至6日，名山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川

西区代表会议精神；介绍新店乡土地改革的试点经验。

9月24日至29日，名山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部署秋征

和抗美援朝宣传活动。 ，

1952年

10月3日至7日，名山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部署征

收农业税，开展冬季生产等工作，成立了名山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

1983年

11月，遵照上级党委关于“在这次机构改革中设立政协”的指示精

神，县委决定成立名山县政协筹备组，在中共名山县委的领导下，开展筹

备工作o

1984年

3月27日至4月2日，政协名山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委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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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礼堂召开，历时8天。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138名，列席人员14名。

会议中学习了中共四川省委(83)60号文件，听取和讨论县委书记施文星

的讲话；选举政协名山县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委，文

念劬当选为政协名山县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列席了县人代会九届一次会

议；通过提案审查报告和会议决议o

4月2日至4日，召开第一届第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第一届

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机构岗位责任制；审议决

定各委组组长名单、第一届委员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县政协1984年工

作要点、各委组1984年工作计划；参会人员共26人。 ，．

6月30 El，县政协和县委统战部联合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63周年纪

念会，学习邓颖超主席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参会人员100

余人。

7月6日至7日，召开一届二次常委会，传达贯彻省政协五届二次会

议精神；学习邓颖超主席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就团结各界

人士献计献策，推进全县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开创全县工作新局面作贡

献，努力实现县委提出的“富民升位、振兴名山经济”的任务等问题进行

讨论，43人参加会议o

10月25日，召开一届三次常委会，学习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公报，讨论县政协当前的工作，参会人员共25

人o

11月6日至8日，县政协召开知识分子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

参加会议的有农业、工交、财贸、文化、教育、广播、体育、医卫和社会

科学等各条战线的知识分子中为四化建设作出显著成绩的代表。参加会议

的科技工作者中，有61人在会上交流了经验，42人的381件成果展出，

54人提出56条建议。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委、办、局的负责同志应邀

参加会议o

11月27日至29日，召开一届四次常委会，学习传达省委书记扬汝岱

就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作的重要讲话；传达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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