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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3H．旧川古政协主席廖伯嚷(前排蔗六1，凉¨J州政协

主席毕玉华(前排左三)到会东视察与会东具领导及政协同志台影

1989年5月，凉山州政协副主席杨文宽(前排左一)到会东视察

政协工作。



中共会东县委、县人大常委、县政府、县政协领导共商全县经济
发展战略。

出席政协会东县七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认真讨论会东县发展国民经

济和社会进步的十年规划“八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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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协委员视察会东县马鞍电站

县政侨委员视察山区小学危房。呼吁全县集资办一

为九0年实现校校无危房作出贡献。



《会东县政协志》编辑委员会全体同志

政协会东县七届委员会领导及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二排左起：副

主席孔祥泰、傅万保、陈继禄、主席余福开、副主席潘树德、安德万、
禄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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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会东县政协志》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及其基

本路线为依据，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遵照

地方志编写原则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精神，搜集、鉴别、整理

和使用资料，如实记述我县人民政协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按事以类从、横排竖写、详近略远的原则编写，有志、记、

述、图、表、录等体，以志为主。《大事记》用编年体，结合记事本末体。
三、本志资料来源，以会东县档案馆、本会机关和县委统战部档案为依

据，也有部分资料是邀请有关历史当事人座谈或访问核实的日碑。

四、本志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四川省会东县委员会，简称会东县政协。从1956年会东县政协建立始，

上溯到建国初期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下限至I]1990年12月，时间一律以公元

纪年，解放前系指1950年3月23日以前。

五、本志人物，除因事系人外，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各时期有一定

代表性的已故人物，分别列写简介或简历。先进人物，以县级及其以上机关

批准表彰的为准。

六、文中地名，按所述时限，用当时名称。地名有演变的，第一次出现

时，注以今名。人物则直书其姓名或冠以职称(第一次可注明别名．以后从

略。)，忌用官称，尊称。部分术语，按当时习惯书写。为使读者明其真义，

均在文后加以注释。

七、本志以现代汉语记述，文字、数字写法，标点符号用法，均按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现行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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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风

气日益好转，为历代所不能比拟。我县人民政协工作，自1956年建立会东县

政协起，在中共会东县委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下，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的伟大旗帜，团结各族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遵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人民政协《章程》，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参

政议政，积极工作，充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作用，为促进

会东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开创了人民政协工作新

局面。现会东政协正遵循中共十三届四、五、六中全会精神，为建设富强、

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建设繁荣的新会东，开拓

前进。这正是修志的良机，将我会重大历史变革载入志书，是时代的需要，
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会东县政协志》按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进行编写，内容翔实、

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了会东县政协的历史和现状，揭示了发展的规律和

因果，使我们从中找到借鉴，对进一步作好人民政协工作具有历史和现实意
义。

本会根据县委、政府部署，于1987年10月组成会东县政协志编篡委员

会，下设编写组，开展工作，历时三年，完成志稿。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

共会东县委、人大、政府的关心、重视和县志办、档案局、财政局等有关部

门的支持，在此表示谢意。

《志稿》即将付印，是以为序。

余福 开

一九九。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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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会东县政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组织。它在中共会东县委领
导下，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简称《政协章程》)建立和发

展；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准则，根据《政协章程》进行工作。根

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

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它的主要职能是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地方重要事

务以及群众生活，统一战线内部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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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东县于1952年7月1日新建。建县前，西部地区属会理县，东部地区属

云南省巧家县。解放前，汉族地区停滞于封建社会，彝族聚居区停滞予奴隶

制社会，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人民勤劳诚朴懔悍而富于反抗精神。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挑拨民族关系，以致冤家械斗，此

起彼伏，杀人越货，时有发生，社会秩序混乱。

1950年3yJ，巧家县、会理县先后解放。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建立正常

的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党政领导高度重视人民统战工作，把

民族团结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中共会理县委于1950年4月建立，就于同

年5月召开了少数民族代表会议，讲明了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同民族上层

代表歃血为盟，订立了四条《团结公约》，从而逐步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

阂。同月，又召开了会理县第一届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简称各代

会)，团结面从民族上层扩大到各族各界爱；竭民主人士。巧家县在同年4月

召开了首届各代会；会东建县后，也召开了各代会。各代会是人民爱国统一

战线组织(会东县政协的前身)，代行了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至1954年

6月，会东县第一次普选工作结束，召开了第一届笫一次县人民代表大会，

成为我县的权力机关，县各代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56年6月，召开了

会东县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按《政协章程》规定，会东县政协作为人民

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发挥它的历史作用。自1956年6月至111990年，会东

县政协共召开了七届委员会。

自1950年会理、巧家两县第一届各代会起：至111990年，会东县政协经过了

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6)，各代会时期。

自1950年4月起至1954年6月召开会东县一橱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止，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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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各界代表出席了会理县一届一至五次、巧家县一至四届、会东县一届
一、二次各代会。各代会代行了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逐步消除了民族隔阂，团结了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贯彻执行《共同纲

领》，执行全国政协决议，对地方重要事务和人民生活重要事务进行协商讨

论，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执行各代会的决议，团结动员全县人民，

恢复和发展生产，投入革命运动，进行社会改革，反对国内外敌人，联系人

民群众并向政府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人民政

权，建立社会正常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阶段(1956--1966)会东县政协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

1956年6月，会东县各代会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结束，中共会东县

委根据在我县组建人民政协的时机已经成熟，按照《政协章程》的规定，经

过充分筹备，报经中共西昌地委同意，召开了会东县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并

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一届委员45人，其中：中共党员4人，民主党派人士2

人，民族上层人士39人；体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以民族

上层人士为主的统一战线组织。

会东县政协从1956年6月建立之日起，就显示了“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的重大作用。一届一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拥护民主改革》的决议，为

全县开展民主改革创造了条件。一届二、三次会议相继于同年9、10两月召

开，着重协商我县民改工作进行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在中共会东县委领导

下，充分发挥了政协的职能作用，创造了全县和平民改的范例。此后在禁烟

禁毒、民改复查、平息叛乱等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1961年、

1963年两次换届，委员增至53人，团结面不断扩大，体现了会东县人民统一战

线的巩固和发展。它在团结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

展国民经济，反对国内外敌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组织和推动各界人士学

习时事政治，进行自我思想教育和自我改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段时期，由于党在指导方针上的失误、指导思想逐渐产生“左”的倾向，

使人民政协工作在发展中出现了曲折。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我县也伤

害了一批党外人士和同盟军中的诤友，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度出

现“万马齐痦”的局面。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8月，中央发出的“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使指导思想存在“左”的

错误更加严重，在对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思想改造上的急于求成的主观主义错

误连续发生，采取“交心"、“报喜”、“评比竞赛”等违背“自我思想改

造”原则的方式，造成了一度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政协职能作用削弱的后果。

此后，党中央在纠正“左倾”冒进错误中，会东县政协，遵照上级指示，采取

开“神仙会”等方式进行补救，再度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为顺利渡过困难时

2



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1966m1976)“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

同年8月，省、地、 “四清”工作团前来会东，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

罗织罪名，进行斗争，导至县政协委员、医生左德茂等自杀身死。同年12

月，会东县政协被迫停止活动，很多委员成为专政对象，有的被揪斗，有的

被查抄，全部驻会委员被送入“牛棚"，与外界隔绝，监督劳动，改造思

想。直到1974年3月，中共会东县委统战部恢复，会东县政协才出现一线生

机。县委统战部为了保护驻会委员，做了许多细致工作：一方面，全部驻会

委员仍留驻“牛棚”，与外界隔绝，继续参加劳动生产，进行思想改造；另

一方面，组织委员学习时事，政治，听取中央和省、地有关文件精神的传

达，对地方重要事务和人民生活重要事务进行协商讨论。这些委员，有的虽

仍被揪斗，但值得庆幸的是全部驻会委员还得以幸存下来。在这段时期中，

委员们坚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学习和生产实践，不仅学会了生

产技能，建成初具规模的生产基地，为国家创造和积累了财富，而且转变了

旧有的世界观，思想感情逐渐和劳动人民接近。

第四阶段(1976--1990年)会东县政协的恢复和发展时期。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结

束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

协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落实，会东县政协逐

渐恢复和发展。

中共会东县委遵循中央和省、州委指示，开展了全面的坚决的，依靠群

众和深思熟虑的拨乱反正，清除了“左”的影响，平反、改正了大批“冤、

假、错”案，把人民政协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调整充实了力量，拨给会址、

经费，购置了工作用车，修建了和开展人民政协工作柏适应的房舍，拨给了

办公楼，为开创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1981年2月，会东县政协召开了四届一次会议，委员人数增至66名。团

结面增大，知识界委员比重增加，增强了参政议政活力；加强了办事机构，

建立了政协党组和党的政协机关支部，加强了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使会东

县政协工作走上了正轨，向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制度化、经常化

健康发展。至1990年3月召开会东县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时，委员已增至141

名。委员中：有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和民族上层代表人士，起义投诚人

员，去台、港、澳人员和国外侨胞家属，以及各条战线涌现的先进代表人

物，扩大到十六个界别。体现了会东县政协由过去的四个阶级的联盟的组

织，发展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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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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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的组织。现任委员中，既有全国、省、州政协

委员，省、州人民代表，德高望重的老干部；知识界委员占58．9％，大多数委

员是各部门的业务、技术骨干。会东县政协凝聚了全县人才，成为名实相符的

“综合人才库’’。会东县政协在县委、政府的支持下扩大了办事机构，充实了

力量，成为团结、联系会县人民群众并向政府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的渠道

在加强民族团结，为维护地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和改革、开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促进“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

国服务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开创了政协工作新局面，涌现出大批优秀委

员。仅五、六两届委员中，受州表彰的就有18人，受县表彰的81人。1990年

10月，会东县政协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称号。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的意见》的制定和1990年6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召开，会东县政协所面

临的将是一个更为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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