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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赣榆县政协，从1981年建立到现在，已走过了18年

的历程。18年来，在中共赣榆县委的领导下，县政协遵循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团

结全县各界委员、无党派人士，不断拓宽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的内容和渠道，为改革开放事业、社会主

义两个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为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大

业，做出7一定的贡献。

盏世修志，是历史的必然。以志为鉴，承上启下，继往

开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编写这本《赣榆县政

协志》，就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总结赣榆县政协的历史，借

鉴历史经验，开创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时代需要政治协商，政治协商大有作为。当前，正处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时期，人民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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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道远。我们相信，在中共赣榆县委的领导下，赣榆县

政协将继续发扬爱国统一战线的光荣传统，进一步解放

思想，献计献策，把赣榆县的事情办得更好，为促进祖国

统一，为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宋世亮

1998年12月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坚持“求实存真”的原则，客观地记述赣榆县

政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

统一，并力求反映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

二、本志上限起自1949年赣榆县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下限迄至1998年1月政协赣榆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召开之前。

三、本志采用横排竖写，纵横结合，按时间顺序编排。

全书按章、节、目依次排列，首设“概述"，“大事记"以统括

全貌，下分“赣榆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艄政协赣榆县委员

会删县政协组织机构’’“县政协历届委员和领导成员"等

四章，计十六节。

四、本志采用述、记、表、录、照片等表述方法。有关照

片置于卷首，有关表、录，散见于各章、节之中，使其相得

益彰。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文书档案记载。各章、节内

容繁简，取决于资料的详略，资料有则有，无则无，不作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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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和臆测。

六、本志对领导成员简介的排列，以任主席、副主席

和秘书长的时间先后为序。

七、入志单位机构名称，首先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

时间表述，统计数字，一律用公元纪年和阿拉伯数字书

写。．
‘

八、本志所用统计数据，一律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

准。涉及地名以《赣榆县地名录》为准。

九、本志行文以省地方志办公室《行文通则》为规范，

除个别引用古文外，一律用现代汉语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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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赣榆县委员会是人民

政协的县级组织。其前身可追溯到建国前的县参议会和

建国初期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民国29年(1940)11

月，赣榆县抗日民主政府刚成立，中共临赣工委(中共赣

榆县委前身)即聘请各界爱国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

开明士绅参政议政，这对团结各界人民群众共同抗日起

到了积极作用。民国30年(1941)6月，赣榆县在第五区进

行区参议会选举试点，按照“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

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其他人士各占三分之一)选举

产生了县参议员3人，区参议员41人，候补区参议员9

人，正副区参议长各1人。6月中下旬，四、六√＼区的参议

会亦相继成立(当时全县分八个区，其中的一、二、三、七

区为敌占区)。同年7月，赣榆县第一届参议会在第五区

半路村举行，到会参议员91人，会期三天，选举徐子真

(国民党左派)为参议长，钱运达(士绅名流)为副参议长，

朱明远(民主人士)为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并作出了改善

工人生活，实行合理负担，统一税收，优待抗属，建立抗日

小学，提高妇女文化水平等项决议。民国33年(1944)7

月，赣榆县第二届参议会在谷阳区大沟崖村举行，与会参

议员97人，其中候补参议员16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县

政府施政工作报告和财稂预、决算，学习了中共中央和山

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开展“双减删增资"(减租减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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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资)“查减"工作等有关文件，选举徐子真为参议长兼

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丁立准(县青年救国会会长)为副

参议长，朱明远为县长。民国35年(1946)3月，竹庭(赣

榆)县第三届参议会在青口镇举行，与会参议员、候补参

议员共120入，会期4天，通过了反奸诉苦、民主建设、开

展创模运动等决议，仍选徐子真为参议长，丁立准为副参

议长，朱明远为县长。

建国初，1949至1953年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由

全县各界人民各自选出自己的代表，通过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和会议提案的方式进行参政议政。赣榆县第一届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49年12月6日在青口召开，宣布会

议制度正式建立。1950年11月8日，赣榆县第三届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23人，

县长李川任主席，民主人士熊日东任专职副主席，驻会办

公，另配备专职秘书一人，处理日常具体会务。县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至1953年11月先后召开过5届11次会议。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施后，人民行使国

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具有统战性质，暂时

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再举行。

赣榆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审

议和推行政府各项政策法令，动员全县人民恢复和发展

生产，组织起来战胜灾荒，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组织和推

动全县知识界、工商界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土地改革，镇压

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广泛深入地联系各界群

众，如实地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这对团结全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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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反对国内外敌人，实行民主改革，恢

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挥了重要作

用，同时也为普选人民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创造了条

件。 ．

195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切为了实现国家的总

路线》的元旦社论，特别是1956年《1956--1967年全国农

业发展纲要》(草案)发表以后，党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

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有了新的发展，要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然而，“十年浩劫”把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完全破坏了。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

三中全会，才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

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从而实现了党和国家

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在这样新的形势下，根据中央、省、地

委文件精神，政协赣榆县委员会于1981年2月在青口建

立，现已历五届。

每届政协委员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和

经济科技、工商农业、教育卫生、侨台宗教等各界代表组

成。随着形势的发展，县政协委员由1981年初的91名增

加到1998年初的172名。政协全委会闭会期间，由常务委

员会主持工作，常务委员从委员中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

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组成，由主席全面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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