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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历代的优良传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

荣任务，是时代的要求。编撰政协志，有资政、存史、教化的作

用。它能如实地记述其活动情况，不仅有利于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而且对于更好地贯彻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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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

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简阳县政协志》的编撰工作起步较早，1983年就开始收集资

料，由于人员变动，这项工作停顿了，到1 986年底正式建立了领导

小组。I 987年4月开始编写，在一年之内编写小组经多方调查了

解，、走访座谈，查证核实，努力编写，完成了初稿。初稿经打印后

又广泛征求了各界知情人士的意见，又多次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最

后审定成书。

《简阳县政协志》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按照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精神，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简阳县政协的建立和发展，记载了在

中共简阳县委的领导下，简阳县政协团结政协委员和各界入士，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完成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所发挥的重要作

用，反映了简阳县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和壮大，它为我们提供了

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实践经验。

这部会志，内容丰富，求实存真，详近略远，特别突出了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新的历史阶段所开展的人民政协工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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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部较好的志书，不仅可以为《简阳县志》的编写提供资料，而

且为进一步开创政协工作的新局面亦可供参考。
．．

编写政协志的工作，是一项艰巨而细致的工作，它不但需要熟

悉和掌握大量的档案资料，还需要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地长期伏案

工作。这里我对付出了辛勤劳动的编撰同志和有关同志表示衷心的

感谢，对县志办的热情指导和本会委员以及各界人士的帮助表示诚

挚的感谢! ．

。 由于。文化大革命一的十年动乱中，资料散失不全，加之编撰

人力和水平有限；错讹疏漏在所难免，望阅本志的有关人士批评指

正。

’

愿后来者，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披肝沥胆襄大政，协力同心拓

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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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例

一，本志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

议》为准则，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二，本志凡需要阐述的理论观点，均以《统一战线基本知识》及新时期统一战线的

有关文献为依据。
、、

兰，本志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县委统战部和本会档案材料。对老干部、老政协

委员和知情人士的口碑资料，经严格考证后选用。

四，本志除“政协简阳县常务委员会的工作’’一篇分兰个不同历史阶段撰写外，其

余均按照横排纵述，详近路远的修志例规，用语体文记述，文字力求准确、鲜明，简

练。 、

五，本志内容包括序，志、记、图，表，录。以文字记述为主，图、表分别插入有

关章节中。

六，本志分篇、章、节记述。节以下用数字标明次序，使条理清楚。

七，本志以1955年9月政办简阳县委员会成立为上限，以政协简阳县第六届委员会

换届的1987年3月为下限。此外，另设一篇写简阳县政协成立前的“简阳县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罗。 ＼

八，本志所用的简化字，按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第一、二批简化字表使

用。标点符号按《新华字典标点符号用表》使用。

九、本志名词，术语，一律用全称。全称太长需用简称或习惯用语的，则在第一次

用全称的后面加括号注明。

十，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年份一律用全称，不省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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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县政协志》编撰人员名录

领 导 小 组

组长： 鄢玉楼

副组长} 蒯千里 王锡武 吴仲贤

成 员： 吴高文 蓝邦清 张存智

编 撰 小 组

组长： 蓝邦清

副组长： 张存智

主编： 张存智

资料员／徐镕裁

摄 影： 吴仲贤等

封面、图片设计： 高亚丽 张存智

书题、篆刻： 傅碹 。．

校 对： 罗仲瑶(特邀) 但力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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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JIi省简阳县委员会(以下简称鼻政协筒阳县委员会符或“简

阳县政协骨)是在中共简阳县委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

地方组织。它是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参加

组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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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在团结全县人民共同奋斗，振兴簿阳经济，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

明建设，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它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它在过去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政协简阳县委员会成立于1955年9月，是根据1953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

程》第三章的规定成立的。它成立后，原有的简阳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临时机构——简

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宣告结束。
’

政协筒阳县委员会从成立之日起，至]987年3月的32年间，经历了一至六届，共召

开过十三次全体会议。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5年9月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一年，共经历了一至四

届。在此期间，政协简阳县委员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积极开展工作，认真贯彻执

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秒的方针，以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就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知识分子的政策，以及三年困难时期提出的国民经济

口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黟的方针等重大问题，结合简阳县的重大事务进行了协商讨

论，并积极反映各方面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协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它成立了学习

委员会，推动和组织各界人士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治，进行自我教育’

响应周恩来主席的号召，在上一级政协的指导下，开展了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工作，出版了《筒阳县文史资料选辑》一至六辑，开展了对简阳县近百年来各种自然灾害

的调查并出了专集，对于研究历史和教育青年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从1960年政协简阳县

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起，每次都列席简阳县人民代表大会，听取和讨论县人民政府

工作报告，共商国家大事。这一阶段，政协简阳县委员会在团结各界人士和各种爱国力

量，发扬人民民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以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国内外敌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等方面，

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县政协的工作也受到“左力的影响，出现了

一些曲折，特别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伤害了一些政协委员和党外人士，造成了

不幸的后果。

第二阶段，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大肆破坏党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

作，全面否定建国十七年来统战工作的伟大成绩和人民政协的重要作用，诬蔑人民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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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黑窝子"，政协委员是“牛鬼蛇神’’，对许多政协委员和各界爱国人士进行打击迫

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与此同时，政协机关的吊牌被砸毁，会址(今新民街广播

电视局>被强占，人员被赶走，被追停止了一切活动。1970年又被迫与筒阳县工商业联

合会组成“政协，工商联斗批改组”，关门进行“斗、批、改"，对两个机构的部分人

员进行专政。林彪事件暴发后，虽然当时的简阳县革命委员会也曾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和

党外人士学习时事政治，但总的来说在这一段时间内，绝大部分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没

有人身自由，政协工作处于完全瘫痪状态。
’

第三阶段，新时期的人民政协。1976年lo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我国进入了一

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统一战线和人民政

协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

根据1979年中共四川省委41号文件精神，简阳县于1981年2月，召开了政协简阳县

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新的领导班子，党内派有驻会副主席，机关建立了党

组，从此全面恢复了致协工作。为了适应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的需要，政协机关内部除

恢复了学习委员会外，还增设了5个工作组(文卫组，科技组、‘对台工作组、工商组，

文史资料研究组>和办公室，工作入员借用了原工商业联合会的力量(因当时该会尚未

恢复)，这使政协工作日趋活跃。同时，政协密切配合中共简阳县委统战部和有关部

门，集中精力认真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在政协委员中及时平反冤、假、错案。坚持贯彻执

行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不断调整统一战线内

部的关系，进一步调动了政协委员和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 ，，。

1984年3月，政协简阳县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共简阳县委对政协工作

十分重视，为了进一步开创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选派鄢玉楼(县委副书

记)继任政协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并为驻会专职主席。同时将一批有较高政治素质，有

较丰富革命经验，恩想作风严谨的领导干部安排到政协工作，进一步加强了政协党组的

领导力量，充实了--{tt年富力强的机关工作入员，先后任命了一批中层领导干部。

在此期间，政协简阳县委员会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由于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也发生了

根本变化，所以六届政协的委员人数由五届的115名增加到243名，委员联系组由五届的

3个联系小组扩大刭21．个联系小组，使政协工作深入到各系统和各农村区；政协机关

设了两委六组一室，在五届的摹础上增设了提案丁作委员会和农业组。各工作组(委)

均有驻会常委和专职干部组织开展活动，工作组(委)成员也进一步充实。驻会主席，

副主席由2名增加到5名，工作人员(包括工人)由3名增加到18名。新建了1300平

方米的办公大楼，购置了一辆12座的旅行车，增添了活动经费，改善了工作条件，政

协机关建设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政协简阳县委员会，从六届以来还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

基本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进一步清除了“左”的思想影响，端正了指导思想，工作重

点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为振兴简阳经济服务的轨道上来，政协委员中涌现出了一大

批先进人物和优秀工作者。几年来县政协还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对国家的

大政方针，简阳县的重要入事安排以及群众生活和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

充分的政治协商，还针对本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有关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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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展了调查研究，并写出调查报告及时呈送中共简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通过批评和

建议迸行民主监督，使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作用，更充分地显示出来了。同时在发挥人

民政协整体功能方面也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各工作组(委)在为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过程中，开辟了新领域，走出了新路子，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的局面。

总的来说在这一阶段中，政协简阳县委员会在中共简阳县委的领导下，对发展安定

团结的政治局面，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动员各方面力量参加四化建

设，促进祖国统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84、1985两年，均被评为县级先进文明单

位，1986年被评为市级先进文明单位，获中共内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奖牌。政协简阳县

委员会的工作和全国各地政协一样，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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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大事记

l 9 5 5年

9月27日至29日，政协简阳县委员会正式成立，召开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

举张云峰为主席。 ，

12月，组织各界人士50人参观解放高级农业合作社。

1 9 5 6年
、

2月，召开县政协一届兰次常委(扩大)会。决定由9名委员组成工作组，协助政

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9月5日，成立业余政治学校，第一期开学。

1 9 5 7年

4月，由部分政协委员与人民代表联合组成视察组，视察两个农村区(禾丰区和龙

泉驿区)，历时一个月。’

1 9 5 8年

1至4月，政协驻会副主席、常委和县人委会的部分民主人士，以及工商界入士、

工商联全体职员共217人参加整风反右运动，历时103天。

6月至8月，政协驻会副主席、常委和县人委会的部分民主人士，·以及工商界人士

共147人进行第二次整风集训，参加交心运动。

l 9 5 9年

4月，组织各界人士参观成都农展馆和工业馆。

5月5日，召开各界人士专题座谈会，对西藏问题和尼赫鲁的言论进行讨论。

9月，组织各界人士40人，去成都参观“苏联原子能展览秒和“康巴展览’’。

一

1 9 6 0年

1月31日至2月4日，召开政协简阳县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张云峰为主席。

9月，政协组织医卫界人士下乡为群众治病。同时组织全县老中医40余人献秘方

470多件，为国庆献礼。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