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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国兴

《扬州市政协志》问世了，这是我市人民政协发展史

上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

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

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人民政协

与新中国一起诞生成长，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光辉

历程。50多年来，人民政协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人民政协工作与国运共兴，进入了兴旺的全新时

期，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

扬州市政协组织建立至今，也已经历50多个春秋。

半个多世纪中，政协组织在我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各个历史时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20多年

来，政协组织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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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围绕经济建设中心，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职能，为全市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

步，维护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

线，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政协工作

在探索中不断创新，不断前进，在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

众中享有较高声望。

忠实记载和全面回顾人民政协的历史，对于宣传、坚

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宣传和促进人民政协的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都有着重要意义。《扬州市政协志》一书，就是基于这

一需要组织编纂的。

盛世修志，继往开来。《扬州市政协志》回顾了扬州

市政协组织走过的50多年历程，反映了政协工作在各个

历史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人民政协在扬州诞生和发

展的真实记录，是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应当以本

书的出版为契机，认真回顾人民政协的光辉历程，以史为

鉴，深刻总结人民政协工作的经验，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

件下政协工作的新特点、新思路和新方法，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永葆人民政协工作的青春与活力，不断开创政协

工作的新局面。

借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对人民政协



视．、关心和支持的各级党委、政府，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对为政协工作做

出贡献的历届政协委员们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慰问!

人民政协任重道远，大有可为。我们要在中共扬州

市委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继续发扬爱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光荣

传统，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牢牢把握团结

与民主两个主题，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优势，同心同德，

踏实工作，再谱政协工作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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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

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理论为指导，遵照《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客观地记载扬州市政

协组织的历史，力求全面、准确、翔实。 、

二、资料收录的起讫时间，自1950年8月第一届扬州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产生起，至2003年1月

政协扬州市第四届委员会任期结束止。 ～ ”

三、按扬州市政协组织的沿革情况分编记述。第一

编为扬州市(县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1950

年至1954年)，第二编为政协扬州市(县级)委员会(1955

年至1983年)，第三编为政协扬州市(地级)委员会(1983

年至2003年)。其间行政体制和区划变更情况，分别在相

关部分说明。

四、本志采用记叙文体，按时间顺序编排，分类记述。

因资料所限，往届记述适当从简，近届记述适当从详。概

述、大事记、附录记述均从简。全书客观记载，述而不论。

五、人员名录中的任职时问，凡以“先”、“后”注明的，



具体时间无法核实。人名顺序未按姓氏笔划的，均

资料排序编录。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文献、档案卷宗、会议文件、

志书、征集资料、调查材料等，所有资料均经核实，不

出处。

七、本志采用公历纪年。

八、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外，行文用字以中国文字改

员会公布的《汉字简化总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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