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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黄德民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委员会志》，是齐齐哈尔市有史以来第一

部论述人民政协活动的历史文献。它记载了从

l 9 5 0年到1 9 8 7年3 7年问齐齐哈尔市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活动，反映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建立和发展的光辉历程。齐齐哈尔市是解放较

早的城市，l 9 4 8年就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组织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无明士绅参政

议政。l 9 5 0年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

生了协商委员会， 初创了政治协商制度，

l 9 5 5年7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员会。 三十多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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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中国共产党齐齐哈尔市委员会的领导

下，在民主改革、。支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历

史进程中，团结各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 各

族、各界爱国人士，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宣传政策，沟通思想，协调关系j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很多历

史资料散失和修志工作人员不足，以及水平有

限，这本志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电的出

版，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政协工作，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1乍．和政治协商制度，切实加强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

战线，将起到前有所考，后有所鉴的作用。在

此，我们谨向为发展我市人民政协工作做出努

力的党内外同志和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凡 例

一、记述内容：本志记述l 9 5 O年4月到1 9 8 7年
l 1月宋3 7年问齐齐哈尔市地方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设的

重大活动，反映中国共产党齐齐哈尔市委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和曲折发展，逐步健全的历史过程。

=、编撰原则。以搿广泛收集、反复核准、精心编写，，

为指导方针，如实记载史料，反映时代特色，突出人民政协

的特点。

三、编撰体倒，本志采用章，节结构形式。在记述各雨争

机构、社会团体、会议的名称时，使用全称，一个名称反复

出现或不易产生歧疑时，使用简称。名录·记述历届主席、

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委员、委员， 各工作组

正，副组长，各专门委员会正，副主任。机关负责人t记述

驻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委员、处以上

部门的正副负责人。
‘

四，资料来源t本志资料来源于市档案馆、市图书馆，

市政协档案室。第7第8两章，由各县，区政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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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Ill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扶会(简

称政吣市委员会)，是巾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全国政

协)在齐齐哈尔市的地方组织，是t{J国共产党齐齐哈尔市委

员会领导的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

政协市委员会建立于1 9 5 5年7月，它的前身是协商

委员会。

协商委员会是l 9 5 O年4月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

产生的，发挥了全国政协地方组织的作用。它存在的5年

间，协助政府团结、动员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在反对

圈内外敌人，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I司运动，恢复和发展国

民经济以及各项社会改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巩固和发

展我市人民民主专政做出了重要贡献。

政协市委员会是由中国共产党市委，各民主党派市委，

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爱国人士

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

请人士组成。委员由参加政协的各方面推荐，经上籍常务委

员会协商决定(第一届委员会由协商委员会协商决定)。政

协市委员会从l 9 5 5年7月成立到1 9 8 7末3 2年问，

先后组建了5膳委员会，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其地位，

职能，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

1 9 5 5年7月到1 9 6 4年末，即从第l届委员会开

始到第3届委员会第4次会议止，是政协工作顺利发展时

l



期。这-一时：坍，按照l 9 5 4年l 2，jj 2 5日全国政协筇1

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的《小Ilil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进行

j亡作，《7．tf睦、》规宅地方委员会的仃务是： “簋守桐1 1日：行：11

嘲人民政治m商会i迕章程，推行巾i=l{人民政治防商会议全陶

委员会的食嘲{，i：决议卡lj号召，协商和进{『地方的人民民：l三统

一战线工作。”l 9 5 6年4月，色泽东同志发表了《论

十大关系》，提出了党同民主党豫j；行“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方针后，政协：亡作超出了讨论统一4战线内部事务的范

围，逐步加强了对国家和地方的玫治．经济、文化方面重大

问题的协商：j沦。参加歧协的单他和委jtj、数也不断增多。

参加单位从l 7个增加到2 4个，委炎夕、数从6 9人增加到

l 8 5人。这期间，政协市委盈会通过委员广泛团结各民主

党派、各少数民族人士、各界爱嘲民主人士学习马列主义毛

泽勇：思想，开展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活动，在巩固、．扩大人

民民主统一it砭线中，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过渡时期总

任务中，在实一f J'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克服经济暂

时酗准中}在恢复经济建设和反对困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发挥

了宣传政策，反映一h宁况、沟通思想、协调关系，调动服务的

重要作用。

1 9 6 4{再辰到l 9 7 7年4月，第3届委员会第4次

会议以后，是政协，L作j盟到，耽；覆破坏时期。l 9 6 4年来，

第3届委员会f壬期已满，由于受传达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

部的《关F f{．1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检查总

结》精神，批判所稿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而没有按期

换届。从1 9 6 4年宋到“文革，，前，只开了一次以学习时

事批封修正主义为内容的常务委员会议。“文革”开始后，

2



政防机关嚷它毛泽尔思想造反团造反夺权，开了揪斗党外朋

友的先例，第3眉委员会被迫停止：【作。接着政协市委员会

的牌子被社会上的群众造反组织砸t造，机关办公楼被占，直

至全体机关干部被市革命委多i会另行分舭工作，政协市委员

会机关消失。这期间，委员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委员中不少

知名人士在各自的：C作单位避；II{LL削斗争，彳『的被迫害致

死。

l 9 7 7年4月，L{I≥b市委决定恢复政协工作，即第

3届委员会继续活动到1 9 8 3年5月第4届委员会届满，

是政协市委员会拨乱反正恢复正常活动时期。“文革"结束

后，l 9 7 8年3月，全国政协第5届第1次会议通过了新

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这个章程在“按既定方

针办，，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摆脱“左，，的框框。政协市委员会

机关重建后，受这种“发”的思想的束缚，除组织委员学习

时事政治外，很少组织其它活动。1 9 7 8年1 2月，中共

l l届3中全会以后，开始清理“尼’’的错误，拨乱反正，

并于l 9 8 0年6月组建丁第4届委员会，着手全面恢复政

协工作。第4届委员会参加单位增加到2 7个。大批知识界

人士参加政协，委员人数陆续增加到3 4 6人，从组织上体

现了新时期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在工作上，帮助

大批委员落实政策，加强了委员日常活动的组织领导，开展

了专题考察，视察活动，发挥委员的智力优势，对人民群众

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讨论，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突破了“文革，，前“反映情

况"，“座谈体会”的模式，政协工作重点开始由以“自

我教育，自我改造"为主要目的，向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3



建设服务、为统一祖国服务转变。
‘ ‘

l 9 8 3年6月至1 9 8 7年l 2月，即第5届委员会

以后，政胁市委员会进入了开创新局面时划。l 9 8 2年9

月，巾共l 2大厦新肯定了统一战线的重大作用，强调要继

续坚持“长期j≮存、瓦梢监督，肝胆{日照，荣辱与共”的方

针，巩闯和发肽最，“泛的爱I闷统一战线。l 9 8 2年l 2

月．，全国政协第5届第5次会议对l 9 7 8年通过的《章

程》进行了重大修改，制定了第三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章程》，规定了“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

题进行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黟。这一

丛本职能的明确和实施，使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政治体制中的

民主监督机关、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组织的职能作用更加明显，更加突出。这期间，第5届委

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1 2次代表火会精神和新(<章程》的

规定，在I『1ft⋯：!Jh、产党齐齐啥尔市委员会的领导下，系统地总

结了以往二l二作经验，立志改革，坚持清“左"除旧，提出了

“积极主动，求实创新，，的指导思想，。不断探索为社会主

义建设和统一沮国服务的新途径和新力法。组织委员围绕市

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问题开展专题系列调查，提出科学论证

或可行性建议，使协商活功进入决策程序，组织委员L1j各种

专门人才，开腱两企，事业单位提供建议，帮助改善经营管

理、提供溶．0、，培训人才，改进技术、提高效益等咨询服

务活动。使协商监督同服务结合起来，开创了协商于决策之

前，监督于实施之中的新硒面，形成了寓协商监督于服务之

中，在服务中实现协商监督的“防商、监督、服务’’三位一

体的新格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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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协商委员会

l 9 4 8年9月，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它是市政府向各界代表传达政策、商议地方大事的机构，

也是各界人民参政议政的场所，属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性质的

组织。l 9 5 0年2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它代行人民

代表大会职权后，具备了权力机关的性质，成为向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过渡的组织形式。l 9 5 0年4月，召开第2届第

1次会议时，选举产生了协商委员会，作为它的常设机构。

l 9 5 0年l 0月，全国政协发出了《关于省、市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代行本会地方委员会的通知》后，发挥

全国政掷地方组织的作用，成为政防市委员会的前身。

协商委员会产生后，l g 5 1年4月，进行了换届选

举。l 9 5 4年7月，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自然消失，由它选举产生的协商委员会受{j根椐全圈政协

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后各级协商机关暂时保留))的规定，一直工作到l 9 5 5年

7月成立政协市委员会止。

。第一节协商委员会组成

协商委员会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主席，副主席和委

员若千人组成· ．

1 9 5 O年4月，第2扁第1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

产生的协商委员会由主席王劲如、刮t席高可际和委员李治

文等3 3入组成。委员分别代表巾国』乓产党等1 2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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