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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嘲嘲

一



序凇》>

存集史料，总结经验，运用于现在和将来，这是

我们事业成功之道。而政协修志，正是为了鉴史明

志，资政育人。

这次编纂的《厦门市政协志》 (1950～2006)，

客观反映了市政协的发展历程，系统记载了政协在厦

门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是市政协修纂的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史料性著

述，对进一步推进和提升市政协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编纂这部政协志，同时还包含着对曾经为厦门的

建设发展和人民政协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同志的敬

重与感念，包含着对开国以来厦门市政协工作经验和

教训的回顾与总结，包含着对未来人民政协工作的思

考与展望。

这就是我们此次修志的动机和目的。希望能如愿

以偿，并通过这部志书带给人们一点有益的启示。

基于这种认识，根据市政协主席会议要求，经过

有关同志的通力合作、艰辛工作，旨在反映前后总共

十届市政协履职发展情况、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的

《厦门市政协志》(1950～2006年)，在完成所有编

纂任务后即将付梓。为此我向辛勤致力于本书出版工

作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谢忱!



如歌岁月，弹指挥间。从第一届到第十届，政协

厦门市委员会走过了光荣而不平凡的56年。追忆她

前进发展的每个足迹，回顾其中可圈可点的一幕幕，

这些无不印证了人民政协紧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

始终与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

相连；无不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育和成长的沃

土。

逝者如斯，江河不废。新世纪，新机遇，新挑

战，新作为。中共中央2006年5号文件的颁发，特别

是中共十七大的胜利召开，为人民政协事业开辟了更

为广阔的天地。事业方兴未艾，尤须戮力向前。我们

要以《厦门市政协志》 (1 950～2006年)的出版为

新起点，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契机，继续解放思

想，坚持改革创新，积极投身我市又好又快科学发展

的洪流并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是为序。

P争蚤多猿、
(作者为厦门市政协主席)



凡 例

一、本志力求系统、准确、全面地记述和反映厦门市政协历史的

本来面貌。

二、本志上限始自1 950年1月厦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的诞生，下限截至2006年1 2月(政协厦门市第十届委员会基本结束)

止。

三、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记叙文体。正文按活动内容分类，按时

间顺序编写，并附照片．概述横陈全貌。本志上卷(1 950～1 997)的

附录收集部分文献、资料和历届市协商委员会、市政协委员会委员名

单。下卷(1 998～2006)的附录收集人物传略及在厦全国、省政协委

员和市政协委员名单。有关文献和规章制度、市政协办公厅已编印成

册，不作为附录内容。

四、入志单位、机构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从习惯简

称。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简称政协厦门市

委员会或厦门市政协。

五、本志对领导人和委员的称呼，一般只写其姓名或职务，后不

另加“委员”或“同志”。

六、本志资料来源以档案资料、例会文件汇编为主．辅之以一些

当事人的口述或书面资料。入志资料力求翔实、准确。

七、本志所用数字．除少数依习惯用汉字表述外，其余均用阿拉

伯数字。

八、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附录人物只记载已故的历届市政协主

席、副主席的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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