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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五月沙坪坝区政协

六届一次全体会议会场

●沙坪坝区政协第六届常务蚕员会

委员合影

◆一九八七年三月沙坪坝区政协六届

十七次常委一扩大一会议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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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区懿!战蒙统为“四他”服务表彰戈套先进集体、先进个火名萆：

小 ．错 政协社拿玉作组 政协医一卫工f#_组政协教育王作组。 政七}科横工作纽
一b鬲c 渝碚赂趟区联络组双碑她区联络组化龙桥地区联络组：棼革市七冲’支部

、* 似 民虢制二EⅣ西组 民建轻化工支部梵避审一中文音|f农芷肿宿医院支部
m F* 抄坪坝地西联络组

陈启才整魄全张和光刘德辜李照民吴绍粳段维敞杨寝5勇周辈镰
廖进范偷琳林翘凌宗魁崔德特蒋辅才马讴辈张宗明刘锦

婶。 丘{【百雠高艿辉王目春扬砌弊李稽斑档膻容毕睫顺李韵骏郑立和
7b 爨成富孪克瘩陈泽云何垂珍杜擐瘴李焕俊刘文明潘亚亮萤保静

j并- 曾广恩鱼羞台荆夺衡郭垒虐贤辖朗翔强欢珠彭啸麟吕玉兰

A 邵宗棼刘艘康强重在理％仁安杨显忠张薄亭林万秀牟钟仁诲天乙
1

睬郯变们梅兜陶德本游忠超蹋发经程袢贤童伯乔邹桢虞先寿

，～ 夏宁先扬晋万沛然范存祺刘忠铭陈子和罗正帆李汉_{{穗周德华

泉通全施志道萤至成覃犬祺张天午曾碧仙l白美搬各怀群圈镏进

姜淑清易光烈张惠群方开先是成孟黄帙桥王继枢沈同明丘|；鹤寿

戴危叨 陈道学 朱豢仁周耀游亚达之许怕建李：瑞莲
截协盔．庚市汝坪坝．区雯最会

中共瓷丧话删坪坝蕾蒌缔战部
1986年2t月

篙揣孰篙罂繇中山区政潞庆祝建国33周年举一’’’
行台胞、台属座谈会留影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沙坪坝

区政协与区委统战部联合举

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

周年纪念会

聚一蔼乒弋 髓冬镪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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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源远流长；以史为镜，可知得失正误。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全国人民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取

得了显著成效。国家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正

满怀信心地前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此时修志，对搞好沙坪坝

区目前和今后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沙坪坝区政协成立于1 955年6月。为重庆市首批成立的区县政协之一，至

1993年2月，区政协已历8届。38年来，沙坪坝区政协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

但在阳光雨露的沐浴下却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为经济建

设献计献策等方面，区政协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由于成绩突出，

多次受到省、市政协的肯定。为反映区政协的发展及其业绩，特编写了《沙坪坝

区政协志》。

《沙坪坝区政协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沙坪坝区政协的建立和发展，反映

了区政协在中共沙坪坝区委的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坚持
爱国统一战线，发扬政治生活中的社会主义民主，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活动，紧紧围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工作

的真实情况。志书将政协的工作、历史发展和现状，详尽地载入史册，彰明其得

失及发展规律，为地方志增加了新的类别。它将为探索政协工作规律，开阔视野．

更新观念，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建设繁荣、富裕、文明、开放的沙坪坝，起

到历史的借鉴作用和现实的指导作用。它不仅对区政协工作有指导作用。而且对

沙坪坝区党政工作也有参考价值。因此，《沙坪坝区政协志》的出版，是沙坪坝区

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

《沙坪坝区政协志》的编纂耗费了不少老领导、老同志，特别是编写人员的许

多精力、时间及大量心血，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晶。趁志书出版之际，特向他们
及所有关心和支持本志编纂出版的单位、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应提及的是；

原中共沙坪坝区(时称第三区)第一任书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文澄，原

沙坪坝区各代会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沙坪坝区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金锡如

等，分别为本志题写了书名、题词、审稿，使志书质量提高，增色生辉，借此向

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与敬意!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编写政协志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工作，因资料有限，缺

乏经验，加之人事又几经变迁，志中遗误之处实难避免，敬请有关人士指漏批瑕，

惠赐教益，谨致谢忱。

喜裂妄茭淼票船Idb祥沙坪坝区第八届政协主席
口”

1993年3月



凡 例

1．《沙坪坝区政协志》(以下称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遵循《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实事求是地反

映区政协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2．本志时限，上限起于1950年11月，下限止于1993年2月(区政协第八

届任期满)。

3．按“横排竖写’’原则，以事分类。本志设章、节、目等层次，采用述、记、

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但在记述政协活动与工作时，采用按届别综

述的手法，使之史志结合。用语文体、简化汉字记述，力求文风严谨，符合规范

化。

4．本志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顺序为序、凡例、概述、大事记、

专志、文存附录、编后记。题词、图照集中于前。

5．各种专用名称在本志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则用简称。如“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员会”简称为“沙坪坝区政协"或“区

政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简称为“各代会”，“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为“人

大’’。

6．“大事记”以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编年体为主，记载区政协的发

展历史与重大活动。在专志中已有记述的，则仅略记其时间与内容。

7．本志所载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均如实反映，不溢美，不贬损。根据

“生不立传”的原则和区政协具体情况，本志未专设人物传、简介，但置有“人物

名单”以载，或随事件记述人物活动。

8．本志所记年代、数字、计量、称谓等，按志书要求及有关规定规范化。人

物直书其名，年代以公元用全称，地名用当时称名与现名对照。

9．资料来源，主要录自档案记载，并佐以当事人回忆记录。大部分史料均经

反复核实，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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