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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庐山区政协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依据，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

系统地反映区政协的发展过程、工作活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二本书上限从1987年5月区政协筹备小组成立始，下限至2005年8月第五

届四次全委会议闭幕，凡18年。

三 本书设述、记、志、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的表现形式，横排篇目，纵叙史

实；设章、节、目以相隶属；图片、概述、人事记置章首，录置章末，表随文而置，以便

互相印证，互为补充。

四 记叙方法，依照“述而不作，叙而不议”的原则，对资料广征博采，分析考

察，斟酌详略，记人叙事均依照历史原貌直书。

五本书行文，以明确、严谨、简洁、通畅为要旨，采用记叙体，语体文，力求言

简意达；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述外，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六本书中第一次出现的名称均使用全称，以后重复出现时用简称。

七文件选辑，除批转文件外，辑录时，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订正。

八本书取材于历届历次会议文件、工作总结、调查考察报告和有关文件档

案，一般不作注。同一事件多处出现，为避免重复，采取各有侧重，详此略彼，注明

互见的方法处理。



序

修志编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功在当代、利泽后世的崇高事业。

庐山区政协成立于1987年7月，十八年来，在中共庐山区委的领导和上级政协的指

导下，历届政协领导和从事政协工作的同志，围绕“团结、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为打造“核心党委、强势政府”尽心尽力

的做了大量工作，为强区富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庐山区政协志》记载了庐山区政协十八年来的历史，它是党委、政府贯彻党的

爱国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发扬社会土义政治文明的历史写照，是庐山区政协和各界

爱国人士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为庐山区人民谋利益、作贡献

的史实记录。它的问世，对于我们借鉴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推进人民政协事

业的发展，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

力量，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庐山区处赣鄂皖三省交汇之地，相依名江(长江)名湖(鄱阳湖)名山(庐山)名

城(浔阳)，区位优越、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人民政协任重道

远，在新阶段、新发展中，我们必须与时俱进，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章程》，继承和发扬人民政协优良传统，在中共庐山区委的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志存高远、不断开创区政协工作的新局面，为庐山区和谐创业、富民兴区而竭

忠尽智，谱写新的篇章!

首部《庐山区政协志》从构思到付梓仅半年时间，编纂本志的工作同志付出了

艰苦的劳动。在此，我谨代表庐山区政协及全体委员对各级领导、各界人士的支

持、指导和辛勤的编纂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力靖参
200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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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莲’．

庐山区位于江西省北部，京九铁路与长江黄金水道交汇之处，东枕鄱阳湖，南

抱庐山，西界九江县，北邻浔阳区；于1980年5月组建，初名郊区，1984年改今名，为

九江市辖区，设7镇1乡2个街道办事处，区党政军机关驻九江市城南的十里铺。

区域为江湖平原与低山丘陵相混连地带，地势由西南向东北缓斜；总面积527．7平

方公里，人口25万；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四季分明；自然资源丰阜，物产

富饶，素有江南“鱼米之乡”之称。

区内人民勤劳勇敢，世代竭智尽力，建设家园。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斗志昂扬，为摆脱贫困落后而艰苦奋斗。建区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解放思想，开拓前进，工农业生产、财政贸易、教育

文化、科技卫生、旅游开发等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改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庐山区委员会正是在这大好形势下，为适应统一战线发展

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之需要，于1987年7月正式成立，至2005年，已五届，历18

年。

区政协成立后，委员人数逐年增多，界别设置渐趋合理。第一届委员会由18

个界别及特邀人士共54名委员组成，至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已有21个界别169名，

比政协初建时的委员数增加2。13倍。新增的委员中有少数民族代表、民主党派人

士、人民团体、宗教人士、“三胞”亲属等，这充分显示全区统一战线已成为全体社会

主义劳动者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为适应工作，政协组织机构相应地扩展，第一届委员会仅设学习委员会、资料研究

委员会及祖国统一组、科技卫生组、文化教育组、经济建设组。及后，在统一战线日

益扩大、任务日益繁重的情况下，数经调整、扩充，至第五届时，已设1个办公室和5

个专门委员会(提案、财经科技、文教卫体、文史资料、法制社团三胞联谊)。同时，

设19个委员小组，配设兼职组长，确定委员小组的组成人员，使政协工作向乡镇、

局委办延伸，为开创全区政协工作的新局面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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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区政协成立以来，严

格按照《政协章程》及有关规定，围绕中心，选准角度，摆正位置，卓有成效地开展履

行三大职能的各项活动。政治协商逐步深入，协商内容全方位拓展，区政协运用主

席会、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和专题协商会议的形式，就全区政治、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开展富有成效的政治协商活

动，为区委、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协商层次逐步提高，政协主席列席区委常委会，

驻会的一名副主席列席政府常务会，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向政协主席会议，常委

会议，通报重大决策意图，征求对重要政策措施的修改意见等制度日益健全。委员

调查、视察、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专题协商会议、递交建议案，以专题调研报告等协

商形式的综合运用，增强了协商工作的效果。在协商过程中形成的有价值的调查

报告、意见与建议，有的进入了党政决策程序，为党委、政府重大决策的形成及实施

发挥了重要的协商监督作用。

民主监督力度加大，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是人民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协的民

主监督有鲜明党派性、群众性、民主性、权威性，因此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区政协

认真履行对宪法和法律规定实施的民主监督，组织委员对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进

行视察和检查，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认真履行对大政方针贯彻执行情况的民主

监督，尤其是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又涉及政策性的问题，大胆而又审慎地开展监

督活动，先后对减轻农民负担、企业负担、制止“三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移

民建镇、保护国土资源、实施计划生育等多项问题进行调查、视察，提出了许多中肯

的意见和建议，对改进各方面工作，落实各项方针、政策起到积极推动作用。通过

委员提案、社情民意、特约监督、民主座谈、行风评议等形式，谏诤言，说真话，帮助

政府及有关部门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至2005年，有100余名受聘担任特约监

督员，召开民主监督座谈会33次，有百余名委员参加了民主行风评议活动，提出批

评意见或建议188条，使民主监督赋予了充实的内容，增强了社会能见度。

参政议政渠道不断拓展和延伸。区政协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既使参政

议政贯穿于协商和监督的全过程，又在突出参政议政的特色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如组织委员对全区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进行视察，形成视察报告，举行全体委员会

议大会发言，提出合理化建议；努力提高常委会议和专题协商会议的质量，力求达

到有目标、有特色、有新意；加强提案跟踪督办，提高提案的办理质量；组织召开专

题座谈会，积极建言献策；开展反映社情民意和政协信息工作，拓展委员参政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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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1987年以来，共组织委员视察63次，形成视察报告83份，在大会上发言的委

员51人次，收集委员提案1642件，经审查立案1528件。

为了切实而有效地履行主要职能，推进履行职能的规范化、制度化，区政协依

据政协章程和全国政协规定，制订并逐步完善《关于政协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的实施细则》、《常务委员会议规则》、《关于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与政府对口部门的联

系制度的通知》，加强与区直有关部门的配合；注重练好调查研究的基本功，从选

题、组织、实施、形成调研报告，进行民主协商，转化凋研成果；坚持融履行职能于服

务之中，严格把握“尽职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切实不表面”的工作尺度，把履行职能

与服从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地方的工作中心联系在一起，为促进全区改革发

展，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增进团结，发扬民主，在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中发挥重要作用，区政协在

各项工作中突出“团结”、“民主”两大主题，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认

真执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

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发挥了爱国统一战线

组织的重要功能。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公布施行后，区政协深入宣传、贯彻，为弘扬团结、

民主精神进一步作出努力，首先是宣传落实对台政策与侨务政策，广泛开展联谊活

动，走访“三胞”亲属，帮助解决问题，做好“三胞”回乡探亲观光接待工作；加强对知

识分子的协调工作，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协助党委做好非

党人士的培养、推荐、选任工作，发展党内外合作共事关系；通过召开党外人士座谈

会、节日慰问走访等形式，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畅通民主进言的渠道；加强与个体

私营企业业主的联系，增加他们在政协的份额，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加强与统战

部门的配合，支持工商联、台联、侨联、个协等人民团体的工作，形成做好统一战线

各方面人士工作的合力。二是密切与广大政协委员、各界人士的联系，逐步建立

“委员活动日”制度，完善19个委员活动小组组织，开展“委员活动日”150余次，参

加活动的委员600余人次。三是切实做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帮助党委、政府了解下

情，掌握实情，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1996年以来收集

委员反映的社情民意或信息1128条，这些社情民意、信息受到区委、区政府的高度

重视，有的已被吸收到工作决策或具体措施之中，有的成为工作中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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