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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

I参加志稿审核的部分

领导：

前排左起：

张在田、张=仁、任全

保、李光、何国平、胡清俊、蔡

煜章；

后排左起：

吕长兴、周志贵、王泽

枋、陈治明、任沛祥、胡跃琼

摄影：江继跃

2．1 992年机关部分同志在办公楼前合影。

前排左起：张世蓉、李易、徐安全、胡跃琼、文 波、

王树斋、蒲怡、秦世英、黄光元；后排左起：杨洪茂、徐鸿

裕、秦渝生、蔡煜章、杨德全、黄玉斌、张星衡、任全保、陈治

明、张在田、何学荣、魏崇集(祝益可、李世忠二同志出差未

拍上)。

摄影：徐鸿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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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机关是历年的

趑浮V

(图4

(固5)机关办公楼及绿化带一角。

(本志图片除署名者外，均为黄光元摄。)



1 982年以来，县政协文史委已编出《双流文史资料

选辑》+辑，与省内外一百多家教学科研单位有资料交换

关系．《中国史志内部书刊名录》著录其名，《成都晚报》

i99]年7月17日以《忆岁月峥嵘、展历史画卷》为题作

过介绍。上图：文史委所获省、市、县级奖牌；下图：文史委

所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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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精撰可以为鉴

——序

殚思竭虑博采精撰，《双流政协志》与读者见面了。作为统一战线组

织的政协专志，它记载了1950——1985年双流、华阳两县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和政协双流县委员会的兴替、沿革和主要

工作，反映了解放以来两县统战队伍、统战事业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韵盛衰得失与发展演进，是一部“可以为鉴”的存史之志，也是我县精神

文明建设的又一成果。

编史修志，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为政协地方委员会作专志则是新中

国修志工作的首创。1986年6月，我会根据县政府和县志编纂委员会

的安排，委托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胡跃琼同志撰修本志及《双流县

志·政协编》，并由文史委副主任任沛祥同志协助早期史料搜集工作。

在既不增加人手，又不改变原有文史资料选编计划并承担大量其他工

作的条件下，他们查档案、访口碑、拟提纲、订篇目，熬更守夜为文撰稿，

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高质量完成《双流县志·政协编》的基础

上，扩编充实，于今年12月完成本志纂修审订。作为双流县新编地方志

丛书之一的《双流政协志》，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

下，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选材准则，

用丰富的史料、明晰的记述，反映了人民政协双流地方组织在双流两个

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揭示出什么时候统一战线发展壮大了，我们的

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则会遭受挫折，这样一个简朴的真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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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以政治协商会议这样一种

组织形式确立下来，使之成为社会各界发扬民主、参政议政的重要渠

道，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人民政协自成立始，就以其特有

的性质和组织形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人民解放、祖国建设、

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50

年，双、华两县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立了政协的

地方组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团结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巩

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秩序发展生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做了大

量工作；1956年学委会成立后，又组织和推动各界人士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治，确立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思想，协助党和政府

顺利完成了对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65年，县政协

成立，不久因“文革’’而中断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县政

协得以恢复，并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指

导下，团结各方面人士为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献智出力，统战范围不断

扩大，统战事业日益兴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为政协工作开

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也提出了时代赋予的崭新课题。这就需要我

们将过去的东西记载下来，分析研究，在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找准方向和

着力点，通过政协这一组织形式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

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组成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和统一战线队伍，在中

共“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去形成振兴中华，统一祖

国大业的强大合力。人民政协前途远大，盛世修史可喜可贺，是以为序。

．任全保

1992年，12月1 o日

于双流县政协



凡 例

一、《双流政协志》的编写是根据中央、省、市有关精神，按照县人民

政府(1984)9号文件的安排，在中共双流县政协党组的领导下进行的。

二、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搜集到的史

料；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为准绳，经鉴别、核实i整理后使用。在记述中遵循实事求是的原

则和详近略远的精神，着力体现双流地方和政协统战工作的特色，写出

资料性、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统一的新型专志。 一

三、本志时间上限起自19．50年，下限断予1985年，但人物活动时

间，不限于上限；附录下限记至1992年。其问1959年下半年至1962年

下半年，双流撤销建制划归温江县，“文革”期间，政协工作中断，据宜粗

不宜细的要求，均不作记述。本志所述地域以1985年行政区划为准，

1965年双、华合县前，分双流、华阳两县记述。

四、本志分概述、沿革、代表委员的产生和构成，机构设置、政协工

作、人物介绍、大事记和附录等8个部分。共6章1 4节、50个小目，1 0

个附表，计9．6万字，另有图片l 2幅。在政协工作一章中，着重反映了

政协在县内两个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中发挥的作用，附录和部分图片

主要反映了1985年以后县政协的工作。

五、记述上采用横排竖写方法，力争横不缺项，竖不断线。其中各代

会期间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工作，客观上与后
3



来的政协工作联系不大，记述时作了分断处理。

六、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志内人物简介收入1985年前逝世的本会

有影响的人物n人。

七、本志以语体文记述体编写，用字以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写的《简

化字总表》和《新华字典》为准，标点以《瓿华字典}1971年修订本附载

的《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为准，力求简明、准确、规范。

八、本志使用的机构、组织、职务、专门述语均沿用历史习惯，第一

次使用耐用全称，以后用简称，略语．。人物直书其名不另加称谓和褒贬

或政治性定语。文内所用“党”特指中国共产党；“中央’’特指中共中央；

“县委"据前后文指中共双流或华阳县委；“非党”或“党外"指中共以外

的党派、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团"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双流县委员

会；“工会’’指双流县总工会；“妇联"指双流县妇女联合会；“个协’’指双

流县个体劳动者协会。

九、文中所用地名以1985年双流行政区划地名为准，历史上的地

名用历史旧名，在括号内注出今名。



概 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

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由全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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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

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双流县委员会(简

称：双流县政协)，在中共双流县委的领导和政协成都市委员会的指导

下工作。其根本任务是：尽一切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人，为县内两个文明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而工作。主要职能是：

就县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政方针和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进行政

治协商，并通过建议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

治局面，促进县内民主和法制建设。由于党在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和任

务不同，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对象和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现在的双

流县政协，就是由历史上双流、华阳两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简称各

代会)和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发展演变而来的。‘P’

1950年，双、华两县相继成立各代会，这“实际上就是地方的政治

协商会议，也可以说就是中国人民政瀹协商会议的地芳委员会"o根

据《县爷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遄则’》，县各界久民代表会议经省人民政

府批嚏i可然蟹喜囊入孱焦毒犬会睁擎翻秘捉；①听取与审查县人民政府
：．i兰-立薹。蒸．鍪釜鎏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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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报告；②审查与通过人民政府的预决算；③建议与决议有关县政

的兴革事宜；④向人民传达并解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案，并协助

县人民政府动员人民推行之；⑤选举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委员，组

成县人民政府委员会。"1955年，两县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简称

人代会)，各代会完成其代行人大职权的使命，相继撤销。为适应各界人

士学习的要求，协调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团结各界人士在共产党的领

导下建设社会主义，两县先后成立了学委会。作为统一战线的地方组

织，学委会在团结各界人士学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实行社会主义改

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59年，双流与温江

县合并，1962年，双流由温江析出，恢复建制。次年恢复学委会，届数继

称三届。1965年，双流、华阳两县合为双流县，12月成立县政协。1966

年5月，“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开始，机构尚未健全、工作刚刚展

开的县政协即陷于瘫痪。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统

一战线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81年元月19日，经中共

双流县委报成都市委批准，双流县政协正式恢复并召开二届_次全体

会议。

自1965年至1985年，县政协共历三届，召开全会六次。第·届仅

历半年。第二届起，机构逐步完善，工作渐次拓展。，到85年，共建工作

委员会2个、工作组6个、委员小组3个、委员和各界人士学习组织8

个；机关设立了办公室、文史办和党的组织；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学习、

会议和卫生、请假等制度，保证工作正常开展。工作方面：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的职能日益充分地发挥，形式从召开例会、列席县人代会议，增

加到意见听取会、情况通报、专题协商、调查研究、委员视察等；内容也

从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深入到两个文明建设各个方面的协商建议；整

体功能从协商监督扩展到知情出力，发挥人才、智力、信息优势等更广
6



阔的领域。随着各方面政策的落实，统战队伍不断扩大。委员数从第一

届的75人增加到207人；还发挥政协团结、统一、协调的功能，建立了

一支1 00余人的文史研究员队伍，征编出版了《双流文史资料选辑》l

至4辑。总之，随着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人民政协地位作用的

提高加强，县政协在双流县的两个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以

及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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