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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协大城县第五届委员会即将届满之际，《大城县政协志》付梓，多年夙愿

终于实现了。

抚今追昔，大城县政协组织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大城县政协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949年12月成立的大城县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她作为大城县政

协的前身，在建国初期团结全县人民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维护全县和平和稳定，

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o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

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

为了调动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人民政协组织作用日益突出。1983年，大城县开

始筹建政协o 1984年1月，政协大城县委员会正式成立。

二十年来，大城县政协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工作日趋活跃。县政协高举爱国

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

能，开拓进取，为促进全县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做出了应
有贡献。随着事业的发展，县政协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得到发展和完善，协商监督

功能和参政议政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在促进全县重大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推进

全县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修志记史，资政育人。《大城县政协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翔实地记述了大城县政协走过的风雨历程，实事求是地写过去、记现状，为客

观地总结县政协历史经验提供可信资料，为领导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全书尽量做

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体现了时代特色和政协特点，是一本很有参考
价值的工具书。

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发扬优良传统，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人民政协事业才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相信，在刚刚开始的二十一

世纪，政协大城县委员会在中共大城县委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同心同

德，开拓进取，一定会为全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政协大城县第五届委员会主席李思进

二00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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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全面系统记述政协大城县委员会历史和

现状。

二、本志按编、章、节编排，共五编十八章。由概述、大事记、政协机构、政

协会议、政协工作和活动、政协规范化建设、人物、附录等组成。

三、本志上限为1949年12月召开的大城县首届各界代表会议，下限截止

于2002年11月底。

四、体裁有志、述、记、传、表、图、录等，以文字为主，附以表和照片。语言

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直述事实，不加评论。

五、人物分人物传和人物简介两部分。立传人物为部分对统一战线有较

大贡献和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已故委员；人物简介记述历届政协主席、副主

席及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显著成绩的常委和委员。

六、纪年采用公元纪年。行政区划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称谓，并注明今属

和今名。

七、建国前、建国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日为界。

简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中央、省委、市(地)委、县委均指中国共产党组织。政

府均指人民政府。简称省、市、县均指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大城县档案馆及有关单位档案资料，大城县政协档

案资料，有关人士回忆材料，经甄别载人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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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

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根据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

．辱与共”的方针，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

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无论是抗El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解放初期、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大城县统一战线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人士，积极参政议政，为大城县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

用。

大城县统一战线是在长期民主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后，

大城县在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在政权组织的建设中，均体现了统一战线政策o

1938年秋，中共大城县委以抗日工作团的名义开展抗日工作o 10月，工作团组

织了大城县第一期抗El民运干部训练班。训练班学员奔赴各区、村进行抗日宣

传组织工作，号召各阶级、各阶层人士起来共同抗日。各级工救会、农救会、妇

救会、抗联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组织纷纷建立，参加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和旧军政人员。1940年后，大城县根据《双十纲领》开展民主宪政运动，认真贯

彻“三三”制原则，建设民主政权。“三三”制即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党

外左翼人士及中间人士各占1／3的比例。通过民主选举制度，把党外左翼人

士、中间阶层吸收到抗日政府中来o 1940年7月到10月，大城县进行村、区、县

选举，建立县议会和各级民主政权。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推进和平，加强统一战线工

作，大城县恢复县级议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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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始，大城县统一战线

组织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大城县于1949年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1年2月，设立大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常务)委员会，她是政协大城

县委员会的前身，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是人民民主政权建设需要，保证各界

人士参政议政和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一种过渡组织形式。1949年12月至1954

年6月，大城县先后召开了第一、二、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期间，大城县各

界人士对全县大政方针、群众实际问题，积极进言献策，参政议政，有力维护了

建国初期全县的稳定和发展。1954年6月，大城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结束。

1958年10月25．El，大城县与任丘县、文安县三县合并，称任丘县6原大城

以子牙河为界，河西村庄划归任丘县，河东村庄划归静海县。

1959年12月，政协任丘县第一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选举产生政协领导

机构，政协任丘县委员会正式建立。1961年5月，任丘县与文安县分县，大城划

入文安县，政协活动中断。1962年3月，恢复大城县建制。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调动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

要，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人民政协各级组织o 1983年，按照中办发[1983]8号文

件精神，中共大城县委成立“筹建政协领导小组”，正式开始筹建政协组织o

1984年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城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政

协大城县委员会宣告成立o
‘

政协大城县委员会(简称县政协)，是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地方组织。《政协

章程》规定，各级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行使下列职权：一、选举地方委员会的主

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二、听取和审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三、听取并通过有

关决议；四、参与对国家和地方事务的重要问题的讨论，提出建议和批评o 1984

年1月至2002年11月，县政协共举行21次全体会议o

1984年1月22日至23日，县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在县城举行。这次会议是

在全县各族人民认真贯彻中共“十二大”精神，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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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期间，委员们听取审议《政协大城县第一届委员会

筹备工作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选举产生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和常务委员。会议号召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在中共大城县委领导下，同心同

德，艰苦奋斗，把全县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县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于1987年5月4日至10日在县城举行。会议期间，

委员们听取审议《政协大城县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大城

县第一届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大城县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协商《政府工作报告》及其它报告。会议选举

县政协二届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通过有关决议。会议就县政

府、县法院、县检察院领导人选进行协商。

议了县政协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情况报告，选举产生了县政协三届

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列席县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协商讨论县政府工

作报告及其它报告，通过有关决议，并就“一府两院”(县政府、法院、检察院)人

事安排进行协商。全体委员畅所欲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受到县委重视。会

议期间共收到有关文教卫生、社会治安、农业生产、城镇建设、深化改革等方面

提案85件，立案73件，转交有关部门协商办理。会议认为，县政协二届委员会

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推动全县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

作，迈出了新步伐，取得了新成绩。会议要求全体委员发扬人民政协自我学习、

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深入调查研究，为全县深化改革献计出力o

1993年2月27日至3月1日，县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在县城举行。这次会议

是在全县人民认真学习邓小平南巡谈话及贯彻落实中共“十四大”精神，加快改

革开放步伐，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期间，委员

们听取审议了县政协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情况报告；选

举产生县政协四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列席了县人大十一届一次

会议，通过了有关决议。会议强调，县政协要高举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两面旗

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作用，积

极参政议政，推进全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1998年2月4日至6日，县政协五届．-次全会在县城举行。参加会议委员一

·

+(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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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名，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纪检委领导应邀出席会议。会议主要议

程：听取市政协和县委主要领导讲话；听取审议县政协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和提案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列席县人大十二届j次会议，听取协商

县政府工作报告及其它报告；选举县政协五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

通过有关决议。会议认为，过去五年，在中共大城县委领导下，全县人民高举邓

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抢抓机遇，开拓进取，为建设文明强县，实现跨世纪宏伟目

标迈出了坚实步伐。会议认为，县政协第四届委员会紧紧围绕县委中心工作，

选准角度，发挥优势，讲求实效，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为推进全县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出了

贡献。会议要求全县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以中共“十五大”精神为指

导，自觉地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紧紧围绕党委

和政府中心工作，积极主动地献计献策，为推进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发挥积极作用，把人民政协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县政协自成立以来，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并使之

经常化、制度化，同时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协商、监督活动，促进了

全县社会稳定和各项事业发展。

完善协商制度，促进全县政治民主化、决策科学化o 1986年，县委转发县政

协党组《关于进一步完善政治协商制度和支持县政协委员开展活动的意见》，对

政治协商方法、步骤和目标提出了具体要求。1989年，县政协制定下发《关于建

立健全协商联系制度的规定》，就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问

题，提出一系列议案，把协商监督的主要内容、基本形式、实施等作为规章制度

固定下来，做到有章可循。全县各级政协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制度，就全县全局

性改革、经济发展战略、地方政策性法规等，进行多次政治协商，起到很好作用。

强化例会质量，围绕全县大政方针搞好民主监督。县政协通过全体会议、

常委会议、主席办公会议及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专题协商会、座谈会、讨论会等

例会形式，对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重大措施和部署、城乡建设总体规

划和重大建设项目、有关法规的执行、主要机构设置和重要人事安排，以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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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建议案，县政府专门召集农林等部门进行专题研究和部署，分步落实，取得

1986年，薛宝文委员关于禁止婚丧事大操大办的提案，受到各方面重视，由县政

于我县红白事大操大办和封建迷信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县委就丧葬改革、喜

事新办召开专题协商对话会，听取各界人士意见，并就此项工作做出安排部署，

正为搞活经济制定宽松政策》的委员提案，县政府重点办理，成立了常务副县长

款行为的通告》，取消一批不合理收费项目，对收费单位、项目进行公开，增加工

’

(弓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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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的奋斗目标，县政协组织部分委员深入里坦、权村等7个乡镇，实地走访调查

近两个月，形成《关于进一步搞好我县枣树进田建议案》o该建议案提出解决枣

树进田认识、完善枣树进田政策、实施南枣北移战略和小枣深加工等四项建议，

受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委以(95)18号文件将建议案转发全县，县政府当

年实施南枣北移战略，1995年全县枣树进田新增6．8万亩。2001年和2(102年，

针对全县开展的“治城、治绿、治税”“三治”工程，县政协先后组织了6次大型视

察活动，对各单位的工作开展情况实施有效监督，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

议和批评，有力促进了全县“三治”工程的深入开展。

开展委员议政日活动。充分发挥委员作用o 1997年，县政协在廊坊市率先

开展委员议政日活动，分四片进行，邀请县委、县政府领导参加活动，委员们积

极建言献策，反映社情民意，为社会发展献计出力。几年来，县政协开展委员议

政El活动12次，提建议意见120多条。这些建议租意见，对加快全县改革和发

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四

县政协自成立以来，坚持抓好委员的学习工作，不断提高委员的政治业务

素质，增强委员为全县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意识和能力。在学习

方式上力争做到灵活多样，坚持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培训与测试相结合、学

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取得较好效果。

为推动委员学习，县政协按区域、行业划分若干个学习小组，每季度组织委

员学习一次，集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等党的纲领性文件，以及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1994年，《邓

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县政协制定下发学习《邓小平文选》的实施意见，并组

织委员集中学习三次，使委员进一步加深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解。每年县政协都组织委员培训班，结合政协工作，学习有关业务知识，增强委

员参政议政能力，二十年来共举办委员培训班20次。2001年，结合在农村开展

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县政协组织为期4天的委员培训班，学

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2002年，就如何面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带来的空前机遇和挑战，县政协适时组织政协委员“WTO”知识培训班，聘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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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教授授课讲解国际经济形势和“Wm”相关知识和规则，提

高委员应对能力。为配合委员自学，县政协为政协委员订阅了《中国政协报》；

创办了《政协知识问答》和《委员学习资料》等刊物，定期向委员发放，共发放学

习资料200多期。为促进委员把理论运用于实际工作中，县政协利用学习研讨

会、学习报告会、经验交流会等形式，总结先进委员的典型，加强委员相互学习

交流；同时，坚持走出去，先后多次组织委员赴先进地区考察学习，开阔视野，学

习外地先进经验，更好地为全县“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在不断提高委员参政议政能力的同时，县政协注重发挥人才集聚和联系面

广的优势，开展多方面的服务活动。运用举办技术培训班、科技下乡、咨询服

务、电视讲座等形式，传播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为全县经济建设服务。二十年

来，共举办各类培训班400多期，培训1万多人次；开展科技下乡、咨询服务500

多次，解答疑难问题3万多个，受益群众10万人次o 1985年，全县建筑队伍发

展迅速，识图技术人员短缺，县政协副主席叶学曾组织技术人员举办了三期建

筑识图技术培训班，培训学员150多人。1998年，县政协在县电视台开办《政协

委员一席谈》栏目，针对农情，适时讲解果树、大棚菜种植技术，当年全县果树种

植新增面积2000多亩，大棚菜种植面积新增500多亩。在搞好技术咨询服务的

同时，县政协积极为政协委员领办的企业服务，积极为企业跑项目、跑资金，为

企业牵线搭桥、排忧解难，先后帮助60多名委员办起40多家民营企业，协助企

业解决资金1千多万元，引进各类人才200多名。毕演马电缆厂、澳力发食品

公司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全振汽车配件公司等企业通过IS090()0系列认证，

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

为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模范带头作用，更好地为全县经济发展做贡献；从

1993年开始，县政协在委员中广泛开展了科技示范活动。在种植业、养殖业、林

果业、县办工业、乡镇企业等领域都有委员开展示范活动。在全县11个市级工

贸小区中，有30多名委员开展示范，共带动发展小区企业400多家，不少委员

领办的企业成为县级工业的主力军，荣获省级以上奖励的产品达20多种，10多

名委员被命名为省市级企业家。在种养业、林果业，60多名委员开展示范活动，

带动全县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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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二十年来，县政协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

规章制度进一步健全规范o 1984年，县政协成立伊始，制定下发《关于改进

领导方法、工作作风和工作制度的几项规定》，对各项工作提出目标和要求。

1987年，制定下发《政协联络组活动办法》，明确政协联络组性质、任务、活动内

容和工作方法。1990年，县政协起草《关于认真接待政协委员搞好视察的通

知》，由县政府转发各乡镇和县直各单位，对各单位接待委员视察提出要求；同

年，制定《政协大城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明确常委会职权等。1995

年县政协制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实施细则》，这个细则共6

章19条，对新时期政协工作提出更高要求。1996年12月，县政协制定下发《关

于全面提高委员素质，充分发挥委员作用的意见》，提出全体委员要发挥八个方

面作用。2001年，为促进政协履行职能制度化、规范化，县政协全面总结过来政

协工作，修订完善《政协大城县委员会关于政协党组会议的规范》等7个规范性

文件，对党组会议、主席会议、常委会议、专委会工作、提案工作、反映社情民意

工作、加强同委员工作联系等提出目标要求，政协各项工作做到有章可循。

文史工作扎实开展。首先，建立起一支稳定的、事业心强的、有较深史志写

作功底的文史资料征集员队伍。其次，制定完善相关的制度，1996年12月，县

政协制定下发《关于把政协文史工作推向新阶段的意见》，提出了文史工作的指

导思想和原则。第三，工作重点明确。县政协成立后，文史征集的重点是戊戌

变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近百年的史料；2001年6月，县政协文史工作会

议明确提出工作重点转向抢救建国初期的史料。多年来，本着“尊重历史，求实

存真”的原则，县政协搜集整理文史资料1千多篇，抢救珍贵史料50多篇，共出

版发行《大城文史资料》十辑，刊载文史资料170篇，共98万字，向全国、省、市

选送史料30多篇。1991年，《大城文史资料》第一辑获河北省1982—1991十年

文史工作成果优秀奖；2002年，《大城文史资料》第九辑获河北省1993—2002十

年文史工作成果一等奖。

海外联谊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有关部门协助下，共接待回乡探亲的海外侨

胞、台湾同胞500多人次，同时积极帮助台属、侨属与亲人取得联系，全县18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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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台属与台湾亲人取得联系，70多人到台湾与亲人会面团聚，增进了相互了解，

促进了两岸交流。1985年，85岁高龄的胡三玲老太太在县政协帮助下到香港、

台湾与阔别近40年的儿子会面o 1987年，美籍华人张志祥回县探亲，帮助县内

企业联系出I：1业务，被县政协聘为“政协之友”。1989年，县政协委员陈继荣的

《秋染王屋》等八幅国画作品在台北展出，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2000年，县政

协召开台胞、台属及各界人士3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声讨台湾当局所谓“两国

论”。台胞董泽长用亲身经历批判了“两国论”，表达台湾民众反对“台独”、盼望

祖国统一的心声。

二十年来，全县政协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面对刚刚开始的二十一世纪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县政协确定了新的工作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高举邓小平理

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县委中心工作和战略部署，加

大履行职能力度，团结和动员全体委员，认清形势，坚定信心，务实创新，与时俱

进，进一步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为建设文明富裕的新大城做出更大贡献。



大事记

大事记

1949年

12月，大城县首届各界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

1950年

6月，大城县首届各界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在县城召开。

9月，大城县首届各界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通过了《大

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前段工作简结与今后工作提案》。

1951年

2月，大城县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的代

表194人。会议解答提案70条；选举产生大城县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常

务)委员会。

9月，大城县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县城召开。

1952年

春，大城县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通过了县政

府(1952年工作计划》。

3月，大城县第三届各界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大会选举产生

大城县第三届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常务)委员会。

12月，大城县第三届各界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在县城召开。

1954年

6月，大城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大城县各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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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会议宣布结束。

1958年

10月25日，大城县与任丘县、文安县三县合并，称任丘县。原大城县以子

牙河为界，河西划归任丘县，河东划归静海县。

1959年

12月，在任丘县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丘县第一届委员会全体会

议，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政协任丘县委员会正式建立。

1961年 。

5月，任丘县与文安县分设，大城划入文安县，政协活动中断。

3月，恢复大城县建制。

1962年

1983年

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中办发[198318号文件，指出：中央认为，没有建

立政协的县(市)和市辖区统战对象较多的，可以设立政协。

3月，中共廊坊地委讨论贯彻中办发[1983]8号文件时，要求：凡未建立政

协的县(市)都要建政协组织，抓紧筹备。

5月，中共大城县委成立“筹建政协领导小组”，王香月任组长。

9月、lO月，“筹建政协领导小组”组织人员到霸县、文安县等地学习考察筹

建政协工作o

11月，中共廊坊地委批复县政协领导班子任职方案。县政协设主席1名、

副主席6名(非党4名)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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