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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中共通江县委统战部全体干部合影

前排左起：邱凤林、杨波、王北辰、向家礼、李通平
后排左起：杨怀仁、钟进、丁天城、李伸勋

2000年度通江县统战工作情况一览表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全县首次知识分子为四化
作贡献经验交流会合影

1999年5月10日县委统战部组织召开“通江县各界
人士抗议北约轰炸我国驻南使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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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18日，县委统战部与外事办、台办、侨办
联合召开台侨胞(眷)代表“迎澳门回归”座谈会。

通江县庆祝夫华会民蠡和舄成立五十周年座谈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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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以来县委统战部编辑发行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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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县统战志编纂委员会及编纂人员

名 单

《通江县统战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波 ．

副主任委员：向家礼 邱凤林 李通平

委 员：杨怀仁 王清华 贾君

冉福光 李正琼 钟进
。

李仲勋 丁天成

《通江县统战志》编纂人员
‘

主 编：杨波

副主编：向家礼

．一一——一 责任编辑：李通平 杨怀仁 王清华
’

编 辑：邱凤林 贾君 冉福光

． 李正琼 钟进 李仲勋

卜 。

丁天成
?

‘。

封面设计：蹇勇

摄， 影：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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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子一书，融真实性、可读性为一体，再现了通江统一战线的历史

和现实。这对于了解和探讨70年来通江统一战线发展情况和工作情

况，进一步发展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通江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政治稳定，都是极有裨益的。

统一战线问题，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同盟军的问

题，是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一门科学。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

的总路线、总政策的组成部分，是党在政治上的一大法宝和优势，也是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特色。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反复证

明，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战胜一切艰难险

阻，使革命和建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重要保证。

编纂《通江县统战志》就是为了使大家了解，建国前党组织如何运

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推翻旧社会，解放通江的情况；建国后县委如何

通过统战工作，直接组织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

及民族、宗教、台侨等各界人士积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献

智、献策、出力作贡献；同时也是为了历史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反映

通江统一战线的过去、现在，并为将来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资料和历史

经验，以资借鉴。县委统战部对统战志非常重视，成立了专门的编纂委

员会，并抽调熟悉通江统战历史的老同志参加编纂。1999年落实专人

收集资料，不仅认真查阅了县委统战部的全部档案和县委党史办、县档

案馆的有关资料，还先后走访了统战部健在的各位领导和统一战线各

界知名人士50余人次。2000年集中全部人员进行编纂，并五易其稿。

工作中也曾请县委党史办、县志办的同志多次进行业务指导，在此基础

上编印出了这部上自红军时期，下至20世纪末(2000年12月31日)

的通江统一战线“百科全书”，前后时间跨度70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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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的史料，上限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进入通江起，下断

2000年底止。在编纂中，坚持厚今薄古，详近略远，重事实轻理论的原

则。

二、本志结构采用篇、章、节三个层次，全志由6篇20章40节组

成。采用记叙体，语体文，使用规范的简化字和标点符号。

三、本志体裁以志(记)、传为主，兼用图表，附录等各体。将有纪念

意义图片载于志首。
。

’

四、名词术语，一般采用全文，其中特别长而又多次出现必须缩减

的，第一次使用全文，在括号内注明简称。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通江县委员会”简称“政协通江县委员会”。

五、除数字统计和百分比及年号用阿拉伯数码外，其余数据一律用

汉字。

六、史料来源于县委统战部历年档案资料和社会调查记录以及有

关部门的史料记载，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复筛选取用。

七、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未入志的附录于各章节末或志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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