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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记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黄会各届概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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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河南省自1981年建立地方史志编纂机构以来，已历九年，取

得了巨大成绩。河南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修志的同志们经过

数年努力，已写出了《河南省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志》稿。为

了使大家更多地了解河南政协情况，他们在省志稿的基础上，增

加了一些内容，作为政协的部门志出版。

中国共产党一产生，就很重视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建国

以前，共产党注意团结全国各界进步人士和各民主党派，团结他

们和全国人民一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起了‘7

很大作用。建国以后，共产党继续团结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人

士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河南的各民主党派组织和爱国人士与兄弟

省，市，区的一样，在建国以前和以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
’

会主义建设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于1949年，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的组织形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的必然结果。中 ．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成3立=]=1955年2月，它的前身

经过河南省和平原省各界代表会议及各界代表会议产生的省协商 ．

委员会。省政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组织，它自成立

以来，已经经过五届历时数十年。各界委员们通过全体委员会议，

常务委员会议以及提提案和调查研究等，在参政议政方面发挥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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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结成了出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

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

一爱国统-战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

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

渡，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

贡献。人民政协也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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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监督劳，“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黟的方针，对国家的大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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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是人民政协的地方组

织，它的前身是河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既是

统一战线组织，又代行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950年4月河南省首

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开封举行，1951年1月平原省首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在新乡举行，分别选举产生其常设机关省协商委员会。

1952年平原省建制撤销，平原省协商委员会部分委员加入到河南

省协商委员会。1954年8月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往代行省

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而省协商委员会则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地方机构继续发挥作

用，它在增进全省各族人民团结，协助政府制定各项政策，推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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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人士参加土地改革，民主建设，镇压反革命，增产节约与生

产运动和参加抗美援朝，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5年2月，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关于：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政协地方委员会的规定，经过省协商

委员会讨论通过，召开了政协河南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至1987年底，省政协历经五届．历时33年，可分为三个时期。

自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到“文化大革命芦前夕(当

时是第三届委员会)的12年为第一个时期，1966年6月至1976筝

10月的“文化大革命彦10年间为第二个时期，1976年lo月粉碎江．

青反革命集团以后，至1987年底的11年为第三个时期。

1955年2月～1966年5月，省政协经历了三届委员会，省政。

协委员由169人增至322人，团结面不断扩大。省政协在贯彻中共

中央提出的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万的方针，巩固和

发展本省的统一战线，推动各种社会力量完成国家在过渡时期的

总任务，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0年代后期，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有些政协委

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黟。到了60年代，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开展

了对所谓“投降主义彦的批判，政协工作一度处于低潮。
一 。文化大革命矽中，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摧残下，统。

一战线遭到极大破坏。人民政协被诬蔑为“牛鬼蛇神的窝子黟，

政协的工作陷于瘫痪。1966年6月8日省政协机关被迫停止办公，

不少政协委员和爱国人士受到批判斗争，有的被迫害致死。1972"

年后，在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的关怀和指示下，全国政协恢复了。

一些活动，河南省政协也相应组织了几次参观学习，驻会委员襁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组成学习组，进行日常的政治学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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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省政协子次年召开第四届委

、 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委员人数增加到508人，开始全面恢复活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召开的

。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阐明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性

质和任务，给政协工作指明了方向。1984年3月r中共河南省委

以豫发(1984)46号文件转发了省政协党组《关于加强我省各级

玻协工作意见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理论

和政策的再教育，建立健全各级政协机构，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

敏冶协商和民主监督作用，切实做好落实政协委员政策的工作。

1984年12月，召开河南省政协工作会议，讨论新时期的政协工

，作。会议认为：紧紧依靠中共党委的领导，积极主动地开展活动，是

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的前提，服从子和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崽目标，总任务是人民政协工作的指导思想I充分调动各级政协
， 委员的积极性，发挥委员专长，是活跃政协工作的基础；搞好政

协队伍的自身建设，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联系，争取政

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是开展政协工作的重要条件。这次会议是

全省政协工作的重要转折点。会议纪要由中共河南省委以豫发

(1985)8号文件批转各市，各地区。1985年召开省政协和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27个先进集体和276名先

进个人受到了表彰，激发了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1986年召开河南省第二次政协工作会议，．

传达贯彻了全国地方政协工作座谈会精神，总结和交流了工作经

验．会议要求。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对人民政协重要作用的认识，

，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职能作用，搞好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搞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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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f一

加强政协机关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在中共各级党委的领导下，

把全省政协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以豫

办(1986)26号文件转发了省政协党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7

1986年4月省政府办公厅发出豫政办(1986)37号文件，提出进

一步加强省政府有关部门同省政协各委员会、工作组联系的六条

措施，要求各部门在制定重大改革措施和方案过程中，应征求省

政协或有关的委员会、工作组的意见I有关部门组织的专题调

查，重大课题的可行性研究论证活动，应请省政协有关委员会：

工作组参加。全省政协工作逐步走向经常化和制度化。到1987年

底，’全省各级政协组织由“文化大革命黟前的46个发展到169个，‘

委员人数由2654人增加到23891人，其中省政协委员人数增加到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0年，我省各级政协在巩固和发

展爱国统一战线，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多层次多渠道的

协商监督，发挥政协综合人才库的整体功能，积极参与社会经济

发展和各项重大改革的决策讨论，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以及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都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7．，．’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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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组织机构 ．

第一节省级组织

河南省和平原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根据1949年中央人

，弱政府颁布的《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其最高组织形

，式是全体代表会议，，常设机构为协商委员会·工作机构由协商委

员会按工作需要决定。协商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I

由全体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秘书长由协商委员会推选任命。

政协河南省委员会的机构设置，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章程》参照政协全国委员会的组成而决定的。其组织形式是

全体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主席会议，下设办公厅为工作机构，

其它工作机构按工作需要由常委会决定。全体委员会每届任期5

年，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秘书长，由全体委员会议选举

产生。 ．

全体委员会
．

。 (一)河南省暨平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

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政协省委员会的前身。它作为

：地方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同时代行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r

提一省的最高权力机关。
。

河南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于1950年1月成立，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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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为筹委会主任，刘鸿文为秘书长，贺崇升为副秘书长。张

玺等45人为委员。筹委会根据((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

一定，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1950年4月在省会开封市召开了河
。

南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全体代表会议。会议代表共

662名，会议设立有主席团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

一会、文电起草委员会。1951年8月举行第二次全体代表会议，通

过了增补的31名会议代表名单。本届会议代表共代表33个方面，

即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河南省分部

筹备委员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河南省委

员会、开封市、郑州市，陕州专区：陈留专区，洛阳专区，潢川专

区，淮阳专区，商丘专区，郑州专区，许昌专区、信阳专区，南

阳专区、省人民政府，驻豫军队、省农民协会，省民主妇女联合

，， 会，省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少数民族，宗教界，合作社、

自然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中苏
一 友好协会河南分会，新政治研究会河南分会，荣誉军人及军烈

属，机关干部和特聘人士。1954年8月，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召开，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

作用消失，根据政协全国委员会的通知，河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的常设机构——协商委员会代行政协地方委员会职权。

平原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于1951年1月在省

会新乡市成立，有筹备委员40人，晁哲甫为筹委会主任，罗玉川，

贾心斋、吴德，高镇五为副主任，袁子扬为秘书长。经过筹备，

1951年11月在省会新乡市举行了平原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

一次全体代表会议。会议有代表442名，设立有主席团和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1952年1月举行第二次全体伐表

会议。本届会议代表分别代表15个方面，即中国共产党平原省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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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平原省委员会，驻平原省军队，省

直机关，职工，妇女，文化科学工作者，合作社、少数民族，工

商界，新乡市，安阳市，濮阳专区、新乡专区和邀请人士等。

～1952年底，平原省建制撤销，新乡，安阳、濮阳等地，市划入河

南省。平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一协商委员会随着
平原省建制的撤销而解散· ．

。

(二)政协河南省委员会 ．

．

1955年2月在郑州举行的政协河南省第一届委员会第～次全

体会议，取消代行职权的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建立

了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到1987年12月，前后经历五届，共召开18

次全体会议。

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时，有委员169名·会议选举

、潘复生为委员会主席，杨蔚屏，王国华，侯连瀛、王毅斋、刘鸿文，：

高镇五、刘积学，任芝铭为副主席，张剑石为秘书长。1955年2月11

日举行的第一次常委会议任命赵致平，李秀真(女)、童玉振、吴绍

袋，卢自然为剐秘书长。1956年2月26日第五次常委会议增补41

人为委员会委员。1957年4月27日第十一次常委会议又增补28人

为委员会委员。，5月，第三次全体会议增选田丰，张仲鲁为委员

会副主席。1959年1月26日举行的第十六次常委会议，3名副主

席和4名委员因被错划为“右派嚣而被撤销职务，。本届委员会共

有21个界别，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

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业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 总工会、妇女联合会，民主青年联合会，合作社，自然科学，农

民-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社会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对外友

～好团体，少数民族，宗教．特别邀请等。前后共有委员238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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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时的169名委员中，中共党员52厶，占

30％，‘少数民族12人，占7％，妇女19人，。古11％。’ ， 。．

1959年2月在郑州举行政协河南省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 会议时，有委员263名。会议选举吴芝圃为委员会主席，杨蔚屏，、

刘鸿文、刘晏春，王国华，田丰、高镇五，任芝铭、李赋都，

牡孟模为副主席，赵致平为秘书长。龟月16日举行的第一次常委

会议任命李时雨，贾子毅、李平一，童玉振，吴绍骥、李秀真

<女)为副秘书长。1962年7月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补选刘建

勋为主席，增选刘仰峤为副主席，r吴芝圃不再任主席。1963年12

月第二十六次常委会议任命吉建一为副秘书长。本届委员会共有

23个界别，，取消了第一届委员会的合作社界，增加了中国民主同

盟、归国华侨，工程技术3个界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称共产

主义青年团。在263名委员中，有中共党员76人，。占28．9％，少数

民族12人，占4．5％，妇女25人j占9．5％。， ，
．

，

+。1964年9月在郑州举行政协河南省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时，有委员324名。会议选举刘建勋为委员会主席，杨蔚

’屏，刘鸿文，刘名榜、刘晏春，王国华，田丰，高镇五，任芝铭，

李赋都，杜孟模为副主席，赵致平为秘书长。9月23日举行的第一
， 次常委会议任命范泽、吉建一，贾子毅，李平一，童玉振，史隆

甫、李秀真(女)、张靖，戴汤文为副秘书长。1966年“文化大

革命万开始后，本届委员会瘫痪。1973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任命

赵致平为省政协秘书长，范泽为副秘书长。1974年11月任命张超

为副秘书长。1975年10月任命朱轮为秘书长。1977年1月任命马

先_张剑石、温绍孔、仝中玉为副秘书长。．本届委员会共有22个”

界别，取消了第二届委员会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界。在324名委员，

|年，中共党员103人，占31．8％，少数民族16人，占4．9％，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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