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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如东，是我工作过多年的地方。在这片热土上，有和我们同甘

共苦的亲密战友，也有和我党肝胆相照的各界朋友；有我所倾心

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我所热爱的人民政协工作。这些都给

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

在中国共产党如东县委员会的领导下，如东的工人、农民，知

识分子、干部和各界人士紧密团结，和衷共济，开展了轰轰烈烈

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今，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

达、社会稳定、民风淳朴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如东正在南黄

海之滨，古串场河畔崛起。

如东，具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也具有光荣的爱国统一娩

线传统。50年代，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民主政治建设进

入了新的阶段。1956年下半年，在中共如东县委的领导和主持下，

经过充分酝酿，积极筹备，于当年10月中旬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如东县委员会。光阴荏苒，至今已历经九届，并

逾而立之年，近不惑之春。三十六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县政协团结和联系政协委员与社会各界人士，投身

自我教育，不断增进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共识，开展了一系列

车富多彩的活动，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的基本职能，热心参政议政，搞好咨询出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振兴地方经济，发展社会事业，作出了出色

妁贡献；积极参与台湾工作，侨务工作，推进海外联谊和海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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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交往，为实现“一国两黼”、统一祖冒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盛世修志。在当前蓬勃发展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在一批批

老同志、老朋友退出领导岗位或工作，生产第一线之际，回顾井

记述如东县政协三十六年来的工作，很有必要。现在，在如东县

政协新老领导的共同努力和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下，《如东县政协

志》正式付梓。这本专志是如东各界人士风雨同舟的“历史画卷”，

也将成为如东统一战线、政协工作的不无裨益的教材。它的问世，

是如东各界人民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老同志．

老朋友多年的宿愿。

我衷心祝愿如东县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再接再厉，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

贡献。

· 2 ·

王一·峰

1992年3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旨在记录如东县政协参政议政之历程，汇集献计出

力之史实，描绘政协活动之轨迹，展示统一战线之伟力。

二、本志主要从1956年lo月建立政协江苏省如东县委员会开

始记事，迄止于1991年底，其间跨九届，历三十六年。

三，本志分大事记，工作，学习，文选，组织和人物共6编，22

章。

四、由于本县政协档案在一文化大革命劳期间散失几尽，故

1956年10月至1966年10月间所载史实，仅根据已收集到的部分案

卷和一些领导干部的笔记，作比较简略的记载。此外，1980年政

协恢复活动后的大事记，限于篇幅，也只作简明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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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原系如皋的皋东地区。1940年设县治，时称如皋县，与

如西县并存。1945年，如皋县改称如东县(如西县改称如皋县)。

县域如一巨掌，横卧在江苏省南部，长江三角洲北翼。南与南通

县为邻，西与如皋县接壤，西北与海安县毗连，东，北濒临南黄海，

总面积为1872平方公里。县政府机关初设马塘，后迁掘港。全县

今设县属镇8个，农业乡39个、渔业乡4个。人口113万余人，以汉

族为主，还有少数回、蒙，满、朝、彝、壮、维等民族。在中共

如东县委的领导下，各民族和睦相处，各界人士同舟共济，规翔

并建设着社会主义新如东。

如东统一战线工作有光荣的历史。1941年5月，本县抗日民

主政府在马塘北乡许家楼(后迁往沙村镇)主持召开有开明士绅等

各界代表出席的县参政会。会后，各区设立临时参政会，吸收开

明士绅参加政事活动。1942年8月，中共如皋县委在长沙傅家园

主持召开县参议会成立大会，各界抗日民主人士等出席会议，成立

县参议会。有的民主人士还担任了参政会、参议会的领导。参政会，

参议会作为本县的统一战线组织，在本县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团结

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争取开明士绅参加抗日斗争，宣传并实行减

租减患，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追悼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劝募

钱粮，救济遇难同胞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56年，在全县

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

中共如东县委的领导和关心下，在江苏省政协的指导下，于104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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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甘在县城掘港镇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如来‘

县委员会，揭开了如东人民民主政治建设中闪光的一页，谱写了

如东爱国统一战线史上崭新的一章。1987年5月底，组建了县政

协联谊会，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

政协如东县委员会前后历经三十六年，组建九届，除在“文

化大革命修中被迫停止活动外，每届遵照全国政协章程和中共如

东县委指示，认真履行了人民政协的基本职能。’尤其在新的历史

时期里，政协如东县委员会的组成和工作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在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各．

个方面正在进一步发挥着应有的，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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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大事记

1956年5月上旬，由如东县各阶层代表人士9人组成的如东

县政协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根据全

国政协章程中关于地方委员会的组织性质、任务和作用的要求，为

建立县政协机构作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

9月下旬，县政协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进一步研究

建立政协机构的工作步骤。经协商后拟定了各界产生政协委员的

名额比例，确定了政协委员的总名额为83名，商定了委员的具体

人选及有关工作。5
‘ ：

、第一届(1956．10．14"1959．8．16) ，

1956年10月14日至16日，县政协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县

城掘港举行。委员为83人。列席会议的有县级机关、人民团体和各

界代表70余人。会议由主席团执行主席徐来主持，中共如东县委副

书记、县长缪正谷作《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学习全国改

协章程。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如东县委员会一从此诞生。

中共如东县委书记王一峰兼任县政协主席。会上受理了委员提

案。委员们开始了以提案形式积极参政议政的先例。·

10月20日，县政协机关设于县城掘港镇南街的老碑巷东侧。．

办公用房为砖木结构的平房5间、小会议室1问，与统战系统合

用会堂1处，并开始办公。。 一

1957年2月23日，县政协驻会副主席冷德厚在如东县第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副县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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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一届七次常委会议协商讨论了当年经济建设公债

的分配计划。
’

4月15日，一届八次常委会议就本县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就

业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问题进行协商。

12月19日至21日，县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在县城掘港举行。

副主席缪正谷致开幕词，副主席冷德厚作常委会工作报告，县委

副书记季承祥作《目前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县委书记、县政

协主席王一峰致闭幕词。

是年，在掘港组建耆老会，创办了《松籁j1诗刊。
。

1958年3月25日，县政协召开座谈会。着重讨论关于当前诗

歌发展道路的问题，进一步统一了对“双百黟方针的认识。

。4月12日，召开加速自我改造的座谈会。部分委员和社会人

±学习座谈全国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自我改造公约”，制定自

我改造公约。

11月14日，一届十六次常委会议协商讨论关于县人民委员会

与县委合署办公的问题。
’ 。 ‘ ’ ’

。。 1959年2月i0目至Ii日，县政协、县委统战部邀请本县工商

界代表举行春节联欢会。2月12日，又邀请本县知识界，宗教界

和社会人士代表举行春节联欢会。 一
一。

’

。。4月11日，在一届十八次常委会议与县人民委员会议联席会

议上，与会常委就整顿人民公社的具体政策、动员青壮年支援新

疆建设的问题进行讨论协商。 ，

～ 。‘

一第二届(1959．8．16-v1962．1．24)’
。

，’ 1959年8月16日至19日，县政协二届一次全体会议在县城掘

港举行。委员为117人。列席会议的有县级机关、人民团体和各界

代表70余人．县委书记，县政协主席王一峰致开幕词，第～届副

主席冷德厚作第一届常委会工作报告，县委副书记，县政协副主

· 2’



席缪正：谷致闭幕词。芏一峰连任主席。
‘

一
，，

‘

9月17日，县政协，县委统战部联合举行中秋联欢会。

9月，县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参观南通市庆祝建国十周年展览

及自蒲公社的农业生产和九圩港闸，并进行座谈。

10月1日，县政协全体常委参加了县委，县人民委员会举行

的热烈庆祝建国十周年大会。县政协常委代表在大会上致献词。

11月下旬，县政协召开工作组工作经验交流会。．

1960年1月1日，在县城掘港的部分政协委员和社会人士举

行欢庆元旦座谈会。
’

． ．’

1月31日至2月6日，二届六次常委(扩大)会议就本县工农

业生产的发展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2月15日，县政协召开县各界人士座谈会。与会者对扩建县

城掘港的市镇建设问题坦陈己见。 ，

4月17日至18日，二届七次常委会议讨论协商关于继续赛苏

州，大力支援农业等问题。与会常委联系本职工作发表意见或提

出建议。 ．． ．

’

． 6月16日至7月5日，县政协协同县委统战部举办县工商界

第一期政治学习班。150人脱产参加学习。 一．

是年，召开二届二次全体会议。。 ．’ ～

一7

1961年2月，县政协举办县工商界第二期政治学习班，集中

中上层人士121人，学习55天。 ， 、

j是年，召开二届三次全体会议。 ： ，

1962年1月1日，县政协召开形势座谈会。与会者联系当前农

村、文教、卫生工作，畏开漫谈，提出不少颇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届(1962．1．24----,1964．2．20)。

1962年1月24日至29日，县政协三届一次全体会议在县城掘

港举行。委员为133人。列席会议的有县级机关，人民团体和备

· 3，



界代表75人。主席团执行主席陆忠法主持会议，县委第二书记徐

兆元致开幕词并作《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二届副主席冷

德厚作第二届常委会工作报告。王一峰连任主席。

4月8日，县政协组织在县城掘港的常委、工作组长等座谈

讨论怎样进一步开展好政治协商的问题。

4月23日至26日，三届二次常委会议就当前的市镇工作和工

农业生产，反映了问题，提出了看法。

9月4日至5日，县政协举办报告会，通报当前本县的文教

事业和商业体制的情况。

是年，召开三届二次全体会议。

1963年3月8日至13日，三届六次常委会议就当前的农村生

产及生活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9月14日至17日，在三届九次常委会议与县人民委员会议联

席会议上，与会常委就农村申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提出若干可行

性建议。

1964年1月20日，县政协召开参观工作座谈会。并组织参观访

问团，参观本县的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工作。县委，县政府领

导到会参加座谈。 ．。

第四届(1964．2．20．-．-1966．2．24)

1964年2月20日至26日，县政协四届一次全体会议在县城掘

港举行。委员为132人。列席会议的有县级机关、人民团体和各界

代表65人。主席团执行主席徐来主持会议，县委书记，县政协主

席王一峰致开幕词，第三届副主席冷德厚作第三届常委会工作报

告，并传达省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精神，县委第二书记、县政

协副主席徐兆元致闭幕词。王一峰连任主席。 ．

4月25日，县政协召开婚丧仪式改革座谈会。与会者本着移

风易俗的精神提出若干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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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至23日，县政协协同县委统战部举办脱产学习班；卫

商界125人参加学习。一
“

’

’：．

7月21日至23日，在四届三次常委会议与县人民委员会议联

席会议上，与会常委协商讨论了本县招生、1知识青年插队、人口

普查等工作。 ，

’’

1965年1月19日至21日，在四届五次常委会议与县入民委员

会议联席会议上，与会常委协商更改本县部分公社和主要市镇街

巷、桥梁的名称，提出若干具体建议。+， ： ．

． 5月8日至12日，召开四届二次全体会议。 ，

。

、：，。+

7月18日至19日，在四届九次常委会议与县人民委员会议联

席会议上，与会常委讨论协商本县的普选、文卫、支农等项工作，

并对其中专题性问题展开研讨。， ．一

一
。

i⋯：

第五届(1966．2．24"-'-'1981．4．29) j．’．
_’。

：’：

1966年2月24日至3月1日，县政协五届一次全体会议在县

城掘港举行。委员为133人。列席会议的有县有关部门负责人和

各界代表60入。县委书记徐兆元致开幕词，第四届副主席冷德厚

作第四届常委会工作报告，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洪越山作关于《开

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告并致闭幕词。徐兆元当选主席。

5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县政协的工作受到冲击。10月起被

迫停止活动。县政协所联系的各界人士通过自学马列著作、毛主席

著作，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

1976年冬，粉碎‘‘四人帮彦后，县城的部分五届县政协常委，

委员和工作人员开始参加由县委办公室统战组组织的一些政治理

论，时事政策、省政协会议精神的学习等活动。 ．

。

1979年8月，对县政协委员中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予以改正。

j：1980年2月3日，根据中共江苏省委，中共南通地委关于恢

复原设政协组织的通知，恢复县政协组织活动。政协机关开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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