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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志强省长(前

1)一行到易门龙泉国

家森林公园视察

^

1|暑曲年扛月1|o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一左．7一到易门调研，与县政协机关干部在龙泉国

家森林公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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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政协易门县第六届委员会主席 马军有

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深入实施之际，《易门县政协志》即付印与读

者见面了。这是一部实事求是地记录易门县政协所走过的光辉历程的书，是易门县政协历

史的第一部志书。该书的出版，是易门县政协和爱国统一战线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易门县

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令人欣慰!

政协易门县委员会自1984年3月成立以来，在中共易门县委的领导下，在省、市

(地区)政协的指导帮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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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认真履行“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围绕县

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认真组织政协委员深入开展调查、视察、体察社情、反映民意，做

到抓大事、议大事，团结各族各界有识之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易门的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健康协调发展献计出力，为易门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积极的

贡献。《易门县政协志》以翔实的资料、朴实的语言，较客观地记叙了这一历史进程，它

是易门县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集中展示和集体智慧的结晶。编写该书的目的和意

义，在于以史为鉴。为后人留下一份可供借鉴参考的宝贵资料，同时也为我们正在从事和

将来从事政协1二作的同志留下一份历史著述。该书的出版，又将发挥“资政、教化、存

史”的重要作用。社会各界对人民政协的认识将会得到进一步提高，政协工作必将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不断开创r作的新局面。

值该书出版之际。谨向关心、支持和参加志书编纂工作的有关部门和编撰人员表示衷

心的感谢!

二oo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凡 例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易门县委员会志》简称《易门县政协志》。本志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g巧／l,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易门县政协的历史和现状。按照《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从人民政协的特点和实际出发。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组织发展的历程、工作的实绩和作用。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条结构和“述、序、记、志、传、图、录”的表述方法

进行编纂。概述总揽全貌，大事记记述政协工作发展脉络。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图、

表穿插其间。一年中有几件事，可书“同年”。文章的收录·呸持以时叙事的原则。

三、本志上限1950年，下限2005年，个别事件酌情延伸。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

用记事本末体。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贯例，按去世时序为已故县政协主席、副主席作传，

对在世主席、副主席，按时序采用简介和名录的方式记述。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公元记年。数字的使用均按国家标准。地区、单位、专用

术语原则上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易门县委员会”“易I’J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易门县人民政府”、“政协易门县委员会，除首次出现使用全称外，均简称为“县委”、

“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建闲前”、“建国后”均指1949年10月1 Et中华人

民共和困成立前或成立后。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县政协档案室、县档案馆及部分经核实的口碑资料，为精简

篇幅，资料来源概不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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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门县位于滇巾高原两部，东经101。54’至102。18’，北纬24027’至24057’之间，东接

昆明市安宁市、晋宁县，西交楚雄州双柏县，南邻乇溪市峨山县，北毗楚雄州禄丰县。县

城东北至省会昆明86公里，东南至玉溪市府驻地红塔区141公里。全境东两横距44公

里，南北纵距57公里，总面积l 57l平方公咀。地势东北两j面高山，最高点为小街甲浦

北面老黑山顶雀窝尖山，海拔2 608米，最低点绿汁镇南部炉房村旁易门与双柏交界处的

绿汁江面，海拔l 036米。县人民政府驻地龙泉镇海拔l 570米。全境属中亚热带气候，多

年平均气温16℃。年均无霜期233．2天，日照时数2 189．3小时。多年平均降IiIij餐817毫

米。农产品有稻谷、豆、小麦、玉米、洋芋、蔬菜、水果、花卉等。畜禽产品有猪、羊、

牛、鸡、鸭、鹅等。工业产品有生铁、铜、水泥、铜矿石、铁矿石、钢材、玻璃、建筑

瓷、日用陶瓷、食料油、食品等。水利资源总艇11．086亿立方米，来源主要为绿汁江、

扒河及其流域上的泉水。全县水能理论蕴藏世144883千瓦。终年气候宜人，风景秀丽，

有“野生菌之乡”之称。

易门古为梁州地，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县，名双柏，属益州郡，地域

兼及今易门、双柏、新平一带。唐初属钩州，更名望水县。南昭时，属拓东节度使辖地。

宋段氏时。属鄯阐府．高世福守地。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65年)设滇门千户所，属巨

桥(今昆阳)万户府。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复置县，始名易门，属中庆路所领昆阳

州。明清两代属云南府昆阳州。民国时期直属省。中华人民共和围成立后，1950年1月

属滇中专员公署，3月属玉溪专员公署，1970年后属玉溪专区，1998年撤地建市后属玉

溪市。2005年。县治下设浦贝、十街、铜厂、小街四乡，龙泉、六街、绿汁i镇，56个

村(居)民委员会，771个自然村，756个村民小组。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在龙泉镇。

1949年12月15日易门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圈共产党易门县丁委、县委及县人民

政府认真贯彻执行《中闲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于1950年6月下旬．召

开了易fJ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至1954年，全县共召开过四届十

i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认真行使《纲领》赋予的职权。在县委的领导下．团

结全县各族人民，学习、寅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在搞好民主建政、

征粮征税、平抑物价、清匪反霸、禁烟禁毒、减租退押、抗美援朝、“i反”、“五反”、

土地改革、镇JK反革命、恢复和发展生产、巩I嗣人民政权等lj作|}I做出了显著成绩。1954

年，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困宪法》，通过普选，于6月29日召开了易f】县第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至此，各族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停止召开．其代行的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终止，但各族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作为协商机构履{ill,n,能至1958年4月。



2 易门县政协志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二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为

目标的新的历史时期，爱国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共易门县委根据巾共中

央办公厅《关于县(市)和市辖区设立政协问题的通知》和省、地委关于成立县政协的

部署，于1983年12月抽调人员成立了易门县政协筹备组，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按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与有关单位、各族各界

代表反复酝酿、协商、考察，推荐出了易f J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97人。1984年3月

25日至31日，在县城召开了政协易门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

易门县第一届常委会班子，成立了易门县政协。县政协成立后，中共易门县委坚持和完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切实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坚持大事、要

事向政协进行通报和事前协商的原则，注重政协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改善政协的工作

和生活条件。为加强政协T作，支持县政协更好地履行职能，县委于1987年6月14日，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丁作的意见》，1989年2月27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规定》，1994年1 1月17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协T作的

领导，进一步发挥政协职能作用的意她》，2005年lO月28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善对政协T作领导的意见》。县委书记或副书记在历届历次的政协全会期间到会并讲

话，对政协T作给予充分肯定，向委员通报年内全县T作要点、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对

政协工作提出要求和希望。县“五套班子”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列席政协全委会，认真听

取委员意见和建议。

县政协自1984年3月成立至2006年3月六届四次全会，共召开23次全委会议，每

次会议，对县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告等重要报告进行审议，作出政治决议。

全会期间，委员列席县人民代表大会，听取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听取易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与执行情况报告及地方财政预决算报告等，并

对这些报告进行协商讨论提m意见和建议。此外，对县委、政府提交的重大人事安排、重

大问题进行协商。遵循协商在前，决策在后，监督在决策实施过程中的原则，切实履行职

能，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并逐步做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县政协常委召开

例会时，县委、政府领导到会传达中央、省、市(地)的有关重要文件，通报全县政治、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莺要情况及重大事件。县政协主席列席县委常委会议。副主席列席县

政府办公会议。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办公室主任联席会议逐渐形成制度，人民政协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作用逐步得到发挥。

县政协常委会注重发挥政协整体功能和委员的聪明才智。逐步建立健全丁作机构，并

努力使各专门委员会的职能得到正常有效的发挥。自1986年起．根据委员的专业特长．

将委员编为农业、工交、财贸、金融、文教、医药卫生、民族宗教、“三胞”等工作组，

分别开展对口协商和调查、视察活动。为加强全委会闭会期faj委员之间的联络、委员与政

协组织及有关部门的下作联系，1989年3月．县政协常委会决定以乡镇、部门和系统为

单位，分别成立了委员学习活动小组，使委员平时的学习、活动、知情出力有了具体的、

更直接的组织形式。

为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提案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中的重要作用，

自1984年3月的一届一次全会至2006年3月六届四次全会，县政协始终坚持加强对提案

工作的领导，紧紧把握提案的严肃性、科学性和可行性，注重从组织发动、立案转办、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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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落实、文件答复等环节人手，使提案工作不断加强。21年来。历届委员共提f}j提案

l 755件，提交提案的委员1 800余人次，提案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教卫生、

社会治安、民族宗教等方方面面。经提案委审查、立案后送交县政府，通过召开提案交办

会议，将提案交由县委、政府有关职能l祁f】办理。在提案办理过程中，政协领导及提案委

领导有重点地深入一些部门协调办案，提高了办案质量，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文史资料工作在起步晚、任务繁霞的情况下，县政协领导常抓不懈，每届由一位副主

席分管此项丁作，积极进行宣传、征稿组稿、审稿编纂。T作中-链持贯彻政协文史资料【

作方针，广泛动员历史当事人、知情者撰写文史资料，积极投稿，使之形成一支有一定素

质的撰稿队伍。文史工作者除自己征稿、撰稿外，还积极联络和发动有关人士撰写提供史

料。自1987年6月设立文史资料委员会至2005年末，共征集史料文章600多篇约160多

万字，历史图片600多幅，收集摘录档案馆藏资料60多份约12万字。经过整理、印证、

修改、补充、编辑、选用370多篇共130多万字的史料文章，出版了《易门县文史资料选

辑》一至几辑，印刷1．8万册。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既起到了资政、存史、教化作用，

又对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作出了贡献。

在维护民族刚结、社会安定和促进民族地Ⅸ经济发展，实现农村脱贫致富迈向小康的

历史性跨越中，县政协坚持刚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把T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调动一切

积极冈素上，放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上。坚持团结，发扬民主．充分发挥政协联系

面广的优势，依托少数民族界、宗教界的委员，配合县委、政府有关部门，深入少数民族

地Ⅸ宣传、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发挥全体政协委员作用，积极反映社情民意。求大

同存小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民主氛围。积极帮助解决群众

生产、生活中的阑难和问题，化解矛盾，调处纠纷，排除外来不良影响。协助解决好

“热点”、“难点”问题，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了易门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

展．为全县总体达N／I,康水平的目标，转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

县政协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与县委统战部、政府侨台办一起调查了解

“三胞”情况，做好在外“i胞”回乡探亲、访友过程中的接待、联谊1：作。每年与统战

部、侨台办联合召开“i胞”眷属中秋庵谈会，宣传党的政策，听取意见建议，做好统

战丁作。在开展与同乡探亲访友“i胞”及其眷属联谊活动中，采取领导蹙门拜访等多

种方式的接触、交往，使“j胞”增进了对家乡的了解、认识，为建设故乡作出贡献，

为易门县经济建设、社会事业的发展和为实现祖围和平统一大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服务全县和县委、政府的中心T作中。针对改革开放中的难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热点和群众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组织委员深入视察、考察、调研。21年中，共写}n专

题凋杏报告78个，提f}{的意见、建议内容涉及烤煳生产、养殖业、林果业、乡镇企业、

]：商企业、交通运输、外资氽业、农田水利建没、社会治安、扶贫攻坚、科技兴农、教文

卫体、计划生育、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所提意见及建议受到县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蓖

视，多数意!^!．被采纳落实。一螳视察、调查，由于有深度。所提意见建议有预她性、指导

性和针对性，通过高层次协商形成决策．对易|'】的政治建设、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

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促进“一困两制”、和平统一大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县政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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