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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康光祥

我们盼望已久的《大连市政协志》，现在脱稿付梓了。这是大连市政协历史

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也是爱国统一战线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

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

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大连市政协志》以丰富翔实的史料，记载了大连市政协

的光辉历程和优良传统，不仅为我市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借

鉴，而且是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随着岁月的流逝，这部

志书将日益显示出它所具有的“资治、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

大连是我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是辽东半岛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里

风光旖旎，海天一色，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爱国统一战线事业有着光荣的革

命传统。从1950年6月开始，旅大行政公署所辖各县、市、区就陆续成立了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并于1951年4月成立了旅大市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是我市最早的统一战线组织。1955年6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成立了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旅大市委员会，至今已走过了37年的光辉历程。

旅大(大连)市政协在中共旅大(大连)市委的领导下，在政协辽宁省委

员会的指导下，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所赋予的任务，围绕党和

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团结全市各族各界人民，为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为

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等做

出了贡献。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政协认真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从组织上、思想上、制度上加强了自身建设；发

扬主动、求实、创新的精神，不断充实和拓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内容、范

围、形式和渠道；本着“放宽视野，广交朋友，长期打算，以诚相待"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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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人才荟萃的优势，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了海外联谊活动，为改

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民主

与法制建设，为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人民政协工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大好局面。

大连市政协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

优点。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人民政协前程远大，任重道远。

《大连市政协志》是在深入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的重要谈话和中共中

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的大好形势下出版的。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为建立

我国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进

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市政协组织要继续发扬爱国统一战线的光荣传统，认真

学习和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解

放思想，献计献策，为更快更好地推动改革开放，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

的全面进步，为把大连市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作出新的贡献1

1992年7月



凡 例

述大连市政协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

1951年旅大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诞生，下

限迄至1988年1月政协大连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三、本志采用记叙文体，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横为主，按活动内容分

类，按时间顺序编排。

四、本志的结构采用篇章节目体，全志共分6篇16章51节。志首设概述、

大事记，志尾有附录。概述横陈全貌，大事记纵述历史，门类志为全书的主体，

附录收集有一定价值的文献、资料和照片。

五、大事记只简单记述活动题目，具体内容分别收入各有关篇章。

六、1950,--,1951年大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是旅大市所辖县级

组织，但在旅大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产生前，它担负着市级组织的

部分任务。故本志将其带有全市性的活动分别收入大事记和会务工作篇，其组

织沿革列入县(市)区政协篇。 ／

·七、人物简介篇收录市政协历任主席、副主席的经历简介，排列以任主席、

副主席的时间先后为序。

八、入志单位、机构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地名用当时的称

谓，其后有变化的，在括号中加注今名。时间表述、统计数字，一律用公元纪

年和阿拉伯字母书写。

九、本志资料来源以文书档案为主，辅之以各级档案部门收藏的文献档案

和部分当事人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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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随着中国民主革命胜利而建立起来

的人民政协，就是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应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标志着中国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全新时

代——人民民主时代。根据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第十四条关于“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的规定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五十

七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大城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1950年6月至

1951年9月，旅大市所辖各县(市)区相继成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

会或常务委员会。

1950年12月1日，大连市政府与旅大行政公署合并，成立旅大市人民政

府。适应这一建制的改变，1951年4月12 El召开旅大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

定撤销大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选举产生了旅大市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协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既是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的常设机构，又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人民政协的前身。

旅大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主要活动是，帮助地方政府进行社

会改革；审议和推行政府各项政策法令；协商民主建政，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动

员全市人民发展生产，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组织和推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

士、知识界、工商界人士参与“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开展时事政治

学习，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促进各族人民团结进步；联系各界群众，反

映他们的意见与要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所作的工作，对于团结各

族人民反对国内外敌人，实行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扩大爱国统一

战线，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人民政协进入

了历史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从此，人民政协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

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1955年6月28日，旅大市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决定撤销旅大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成

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旅大市委员会，并协商推选出市政协第一届委

员会委员。1955年7月12日至15日，政协旅大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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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会委员。这

次会议还决定撤销市辖各县(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或常务委员

会，其中复县、庄河县先后于1955年和1959年建立了人民政协，其它县、区

则于1980年到1983年成立人民政协。

旅大(大连)市政协从1955年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1年

里，经历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共召开了8次全会。在此期间，市政

协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赋予的任务、职能和规定的准则，围绕

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了各项活动。

一、围绕地方大政方针和群众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民主协商

通过全委会、常委会、其他各种会议和视察、考察、专题调查、研讨论证

和提出提案等形式，就全市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

义改造，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公私合营企业人事安排、工资调整，贯彻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方针，安排人民群众生活等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提出了许

多意见与建议。自1963年第三届委员会开始，建立了市政协委员列席市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的制度，开拓了政治协商的渠道，丰富了政治协商的形式和内容。

二、协调统一战线内部关系

市政协建立了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联席会议制度和协商制度，及

时沟通情况，协调关系。市政协通过各种形式，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传

达中共中央和省、市委的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协助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创造

开展工作的条件，促进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合作，调动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

派人士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积极性。

三、开展学习活动

市政协把组织委员和各界人士学习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根据政协委员和各

界人士的特点，学习活动坚持自我教育的方针，坚持自愿的原则，以在工作岗

位学习为主。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毛泽东著作和时事政策。学习的形式主要是报

告会、座谈会、心得交流会。60年代初期，着重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

会主义学习和阶级与阶级斗争教育，多次组织委员和各界人士参加农村“阶级

斗争现场会"、“访贫问苦"，参观“阶级教育展览"等。

市政协会同市委统战部成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学校，组织各界人士轮流进校

学习。市政协把组织学习和调动服务结合起来，1958年发动各界人士开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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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技术革命活动；1959年开始，在知识界、工商界、各民主党派成员中开

展了“工作好、学习好、改造好"的竞赛活动。

四、开展对台宣传和文史资料征集工作

市政协对台宣传工作开始于60年代初。大多采取召开座谈会、联欢会、报

告会和个别进行交谈等形式，宣传党对台湾的有关方针政策。会同市委对台办

征集大量的广播信件、讲话录音、图片等材料，通过各种渠道传往台湾和海外

同胞。响应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的号召，从1961年起，开展了文史资料的征集、

整理工作。

这一时期的人民政协工作，在团结各族人民和推动社会力量完成社会主义

改造，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发扬人民民主和活跃国家政治生活，调整统一战线

内部关系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发挥了统一战线组织特有的作用。但是，

从50年代后期起，人民政协工作受到“左”的错误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曲折。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

和国家领导权，疯狂破坏统一战线，市政协被迫停止活动。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从

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人民政协工

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6月，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

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宣布，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统一战线内部

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他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资本家阶级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各民主党派已经

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

治联盟。他在1980年8月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我国革命的

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

和发展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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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团结，使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发挥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作出积极的贡献。"这个讲话，为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

指明了方向。在1982年12月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邓小平又指出，人民

政协“前程远大，大有可为”，并号召“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

面，为开创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为开创人民政协的新局面而共同奋斗!”就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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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上，通过了人民政协的第三部章程。

1978年6月26日政协旅大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从这次

会议到1988年1月七届一次会议的近11年里，市政协贯彻邓小平的讲话精神

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新时期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

和任务，积极探索，不断前进，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创了新的局面。

一、团结面不断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至1988年1月七届一次全会时，市政协委员由“文化大革命”前的279名

增加到481名；市政协委员会中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台湾同胞、归

国侨胞和非共产党员由“文化大革命"前205名增加到325名。在此期间，市

辖10个县(市)区先后恢复和建立了人民政协组织，到1988年共有委员1442

名。

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内容、形式和途径不断丰富和发展

市政协始终把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作为基本职能和主要任务。为此，不断

建立和健全各项例会制度，努力疏通工作渠道，积极参与有关大政方针和重要

事务的协商、监督活动。特别是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规划，各项改革、开放措施，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施方案，重要的人事安排，统一战线内部重要问题和群众关

心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协商讨论，提出了许多意见与建议。随着民主

政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委员参政议政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

内容、范围、形式和途径不断充实和扩大，如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召开

市政协全会，听取和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实行决策前的协商；组织委员参

加市政府常务会议、现场办公会议、座谈会和视察等活动；邀请市政府领导和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政协委员通报工作情况，听取意见与建议；重新制定委员

提案工作条例，提案和提案办复质量不断提高；视察活动更加经常，形式灵活

多样，注重实效。所有这些都说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正向着经常化、制度

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三、协同有关方面完成了落实政协委员政策的任务

落实政协委员和有关人士的政策，是市政协在这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主动配合有关方面，排除“左”的干扰，

克服思想阻力，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87年3月，这项任务已经完

成。“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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