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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七．L
月Ⅱ 。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爱国统

一战线组织，是实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

要组织形式，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渠道，是各民主党派、各

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士团结合作，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地区解放，原中共成都县委和成都县

人民政府、中共成都市第四区区委和成都市第四区人民政府根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在现今的金牛区辖区内，

曾主持召开过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展政治协商工作。1952

年4月，成都县撤销，大部分地域划归成都市管辖，1953年5月，

撤销成都市第四区，同时建立成都市龙潭区、万年区。

1954年6月，龙潭、万年两区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

会，至此，解放初期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完成它的历史任务而终

止工作。1955年3月，龙潭区、万年区合并，建立成都市郊区。1960

年7月，郊区更名为金牛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共金牛区委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恢

复省辖大城市的县(区)政协的意见》的规定，呈报中共成都市

委同意并报经中共四川省委批准，于1980年3月成立了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金牛区委员会。金牛区政协由中国共产党．各

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族各界爱国人士租特邀人士共同

参加组成，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金牛区政协从成立之日起，至1990年12月成都市市辖区区

划调整止，经历了四届十一年。在此期间，在中共金牛区委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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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成都市政协的指导下，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围绕金牛区中心工作和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团结全区各族各界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协助党和政

府推进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为记述金牛区政协发展过程，总结工作，发

扬成绩。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按照金牛区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的

统一部署，于1990年初组织人员搜集资料，查阅档案，走访有关

人士。在此基础上，根据《金牛区简志》编篡方案对篇目的要求

和区政协历史实情，拟定了撰写提纲。经过一年多努力，写成七

章二十四节，七万多字的《金牛区政协志》。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

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区

政协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对口碑资料核实考证，实事求是，秉

笔直书，反映金牛区政协的历史。但由于史料搜集不够齐全，编

写人员水平有限，错漏在所难免，望读者指正。 ‘·

本志编写期间，得到了区地方志办公室的精心指导，区档絮

馆的大力支持，本会委员和各界人士的热清帮助，在此表示衷心

的感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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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金牛区政协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思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区政协的历史。

二、本志以区政协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广泛搜集口碑资料，

并考证核实后使用。
‘

三、本志记述时间以1980年1月成立政协金牛区委员会筹备

委员会为上限．以1990年3月召开区政协四届一次全体会议为下

限。为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有的章节下限延至1990年12月成都

市市辖区区划调整。

四、本志内容包括前言、正文，以志、表形式，分章、节记

述，节以下用数字标明次序。

五、本志大事记，记述主要活动。文件存目列入中共金牛区

委、金牛区人民政府有关政协工作的文件和政协金牛区委员会主

要文件的标题、文号．
’

六、本志对名词、术语，第一次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3‘



第一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成都市金牛区委员会

第一节金牛区政协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工

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嘬，加强金牛区

各界劳动群众和爱国人士的团结，调动各阶层各方面的积极性，加

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为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力量，中共

金牛区委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中央统战部‘关

于恢复省辖大城市的县(区)政协的意见》的规定，呈报中共成

都市委同意并报经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决定建立。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成都市金牛区委员会”．

中共金牛区委于1980年1月29日召开了各界各方面负责入

协商会议，商定成立政协金牛区筹备委员会。按照商定的原则，筹

委会由卢生华(区委书记)、郭荣森(区委副书记)、吴天顺(组

织部长)、张怀猷(民革成员、原区人委副区长)、燕效禹(区委

财贸部副部长)、邓泽宗(起义投诚人员、区人武部离休干部)、包

奕光(原区工商联主委)、赖秀明(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况仲川

(区委工交部副部长)、冯仲泉(名老中医)、严丽华(区妇联副主

任)、罗文彬(区贫协副主任)、罗国廷(团区委副书记)等十三

人组成。接着筹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区政协的组成单位和

人事安排的初步方案以及筹委会委员分工。 、

1980年2月11日筹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经过充分协商，确

定第一届委员会由18个界别组成，安排委员145人，其中男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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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27人。政协常委31人。委员名额分配为l中国共产党14

名，无党派爱国人士1名，共青团4名，工会4名，贫下中农协

会6名，妇女联合会6名，供销合作社5名。手工业5名，工商，

界8名，文艺界3名，科技界lO名，文化教育界16名，体育界

2名，医药卫生界lo名，少数民族5名，归侨、侨属2名，宗教

界2名，特邀人士42名． ． ，
，

’

1980年2月29日筹委会召开第三次会议，研究决定了第一

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通过了‘关于建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金牛区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报告》，第一届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议程和日程安排(草案)、主席团、秘书长、提

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会议分组原则和小组召集人建

议名单等． ·

1980年3月4日至7日政协金牛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金牛区委员会

正式成立。 ·

金牛区政协自建立以来，按照<政协章程)的规定，围绕金

牛区各时期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工作。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I组织委员和各界人士学习，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办理委员提案和意见；征集、编辑、印发文史资料，开展联

谊活动，促进祖国统一，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

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第二节历届委员会委员界别构成

金牛区政协历届委员会的界别构成、委员人选安排，是根据

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区、县政协组建原则、换届文件规定和不同时

期形势发展的要求以及行使人民政协基本职能需要而确定的。第

一届委员会协商安排了18个界别．145名委员。第二届委员会对

界别进行适当调整，将无党派爱国人士、手工业、归侨侨属列入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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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界别，增加农林界，区贫下中农协会已不存在，不再作为政

协的组成单位，故本届由15个界别，21个方面，210名委员组成。

第三届委员会扩大组成单位，增加区侨联、区个体劳动者协会，由

17个界别，22个方面，250名委员组成。第四届委员会的组成单

位，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对界别和方面作了个别变动。恢复区工

商业联合会，将工商界列入工商联序列，区供销联社、区个体劳

协调整到特邀界别，本届有15个界别，22个方面，212名委员。

政协金牛区历届委员会委员界别构成情况表
、
＼届次 娌

＼久巍＼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 ％ ％ ％ ％界别＼∑ 数 数 数 数

中共 14 9．65 15 7．5 21 8．4 25 11．42

工 会 4 2．75 10 5 10 4 10 4．76

共青团 4 2．75 10 5 lO 4 10 4．76

妇 联 6 4．13 10 5 lO 4 10 4．76

侨联。 8 3．2 6 Z．85

工商联 10 4．76

贫下中农协会 6 4．13

供销联社 5 3．44 5 2．5 7 2．8

教育界 16 11．03 34 17 33 13．2 24 11．9

文艺界 3
．

2 7 3．5 9 3．6 6 2．85

科技界 10 6．89 12 6 15 6 14 6．19

农林界 12 6 16 6．4 14 6．66

医卫界 10 6．89 12 6 14 5．6 11 5．2

体育界 2 1．37 4 2 5 2 4 2．3

工商界 8 5．5 5 2．5 5 2

手工业界 5 3．44

宗教界 2 1．37 5 2．5 6 2．4 3 1．42

少数民族 5 3．44 7 3．5 6 2．4 4 1．9

个体劳协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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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侨侨属 2 1．37

无党派人士 l 0．68

特邀 42 28．96 62 26 71 28．4 61 28．09

(其中)民主党派 10 15 13

无党派人士 4

台属侨属 12 15 1l

工交企业 2 6

起义投诚 4 6 4

个体劳动者 5 3

归侨侨眷 4

干部 25 29 23

驻区单位 3

总计 145 210 250 212

第三节委(组)设置和机关建设

二、历届政协委(组)设置
’

政协委(组)是在常委会领导下组织委员进行经常性活动的

工作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政协章程》和上级政协的要求，

组织实施全体委员会议和常委会议提出的任务，并就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生活以及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等方面

的重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为有关职能部门

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区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初期设立一委三组，1980
年12月24日召开第五次常委会确定提案审查委员会为常设机

构．1981年3月27日召开第七次常委会决定调整为一委五组，
1982年3月2日召开第十次常委会再次调整为一蚕六组。第二届

委员设一委八组。第三届委员会设四委六组，1988年7月14日召
开第六次常委会决定将组织机构四委六组中的六个工作组改为工

作委员会．组成十个工作委员会，1989年2月24日召开第九次常

委会将工作委员会改为专门委员会。第四届委员会设七个专门委

员会。

·7。



金牛区政协历届委员会委(组)设置和负责人表

届次 委(组)名称 负 责 人 备 注

●

主任：张怀猷

， 学习委员会 副主任：燕效禹、邓泽宗、

黄链民

组长：包奕光
工商工作组

副组长：钟玉明、何伯常
’1—●

一届七次常

文教科技医
组长：陈书超 委会调整为

副组长：陈义华、毛国民、 文教组、医
卫工作组

冯仲泉、马心尧 卫组、科泞

组。

组长：邓泽宗
’

一届十次常

届 社会工作组 副组长：罗有猷、马学畲、
委会调整为

联络组、民
黄瑞文

族宗教组。

提案审查委
一届五次常

员会
主任：杨忠国

．
委会确定为

常设机构。

主任：高维春

学习委员会
副主任：张怀猷、周辛农、

。毛国民、袁开顺、
■

游前

组长：孙纪丰

经济工作组 副组长：周思明、周长富、

张忠松、黄华德

·8·



、 组长；毛国民

科技工作组 副组长：陈义华、罗有猷、

朱德清

文化教育体
组长：周辛农

副组长：朱体泉、
育工作组

朱容秀(女)、张成善

医药卫生工
组长：张怀猷

副组长：严贵卿、陈孝恩、
作组

冯仲泉
●

组长：先后为赖秀明
文史资料工

作组
(女)、毛国民

副组长：罗万才、孙恭

组长：张怀猷
祖国统一．工

副组长：高维春、黄瑞文、
作组

李有忠

届 民族宗教工 组长：高维春

作组 副组长：杨永松、罗良安

妇女工
组长：赖秀明(女)

副组长：陈慧廉(女)、何
作组

莉莎(女)，严丽华(女)

主任：毛国民

学习委员会 副主任：张诗诚、李世辉、

袁开顺、周德辉

经济工作委
主任：周思明 九次常委会

副主任：周学舫、周长富、 改为专门委
员会

曾国寿 员会，

·9·



届

·10·

提案工作委 主任：谢金玉(女)
九次常委会

改为专门委
员会 副主仟：周思明、罗良式

员会

文史资料委
主任：毛国民

副主任：李世辉、周德辉、
员会 ．

孙恭

六次常委会

科技、农业
组长：毛国民

改为科技农

副组长：周学舫、樊光高、
业工作委员

工作组 会，九次常
陈嗣域、郑联德

委会改为专

门饔’!会届

六次常委会

文教体育工
组长：罗良式

改为文教体

副组长；李世辉、苟正中、
育工作委员

作组 会，九次常
罗万才、张成善

爹会改为专

门委员会

六次常委会

组长：张诗诚
改为医卫工

医卫工作组 副组长：严贵卿、冯仲泉、
作委员会，

九次常委会
张中畅

改为专门委

员会



六次常委会

组长：谢金玉(女) 改为群众工

副组长：严洪森、黄清、 作委员会，
群众工作组

严丽华(女)、杨 九次常委会

德庆 改为专门委
●

● ●'

员会

六次常委会

祖国统一工
组长：谢金玉(女) ．

改为祖国统

剐组长：贾景瑜、白美长、
一工作委员

作组 会，九次常
杨开泗

零全改为专

门委员会

六次常委会

民族宗教工
组长：谢金玉(女)

改为民族宗

副组长：贾景瑜、罗良安、
教工作委员

作组一 会．九次常
白美长

委会改为专

门委员会

主任：孙纪丰
， 学习委员会 副主任：傅志勤、

杨盛秀(女)、罗良安

主任：贾景瑜

四 提案委员会 副主任；刘义安、周开华、

● 王明孝、岳楷维

●

文史资料委
主任：张诗诚

副主任：毛国民、孙恭、
员会

李文郁、柳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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