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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彬

盛世修志，历史必然。《重庆政协志》的编撰出版，是告慰前

人、有益令人、惠及后人的一件大事，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一项重大成果，是爱国统一战线事业兴旺发达和社会主义民

主逐步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

《重庆政协志》是重庆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较系统的政协志

书。本志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丰富翔实的史

料，记载了重庆市政协的光辉历程和优良传统，不仅为我市今后统

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而且是进行社会

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在未来的岁月里，这部志书将

日益发挥它所具有的“资治、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

重庆是一座具有统一战线光荣传统的城市。全国的八个民主

党派有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和民草的组成部分⋯三民主义同志
联合会诞生于重庆。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

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坚次贯彻执行党的统

一战线方针，团结太后方的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噩各

族各界人士，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1950年1月，重庆市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成立，成为我市最早的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组织。在历经四届五年多时间里，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协商委员会协助重庆市人民政府完成了政权建设、国民经济的恢

复与发展等一系列民主革命和建设的任务。1955年2月，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成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至今已历经十届，走过了42

年的光辉历程。42年来，重庆市政协在中共重庆市委的领导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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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组织广大委员和各界人

士发扬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

习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学习党和国家的有关重大方针、

政策及时事政治，团结各族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的政治

生活及各项社会活动，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为促进

全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等作出了重要贡

献特剐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政协坚持以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为

指导，认真贯彻党在新时期统战、政协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围

绕党和政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工作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问

题，注意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始终坚持民主、团结的工作主题，

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努力推进履行职

能的规范化、制度化；发扬民主、团结、求实、进取的精神，不断从思

想上、组织上和制度上加强自身建设．为促进改革开放、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安定团结和祖国统一大业发挥了应有作用，人民政协工

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大好局面，进入了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新时期。

重庆市政协的发展历程充分证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媳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理论与我国宾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

优点，前程远大，任重道远。

以志为鉴，承前启后，继往开采，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愿

《重庆政协志》成为激励我市政协各组成单位，广大政协委员和各

族各界人士认真履行职能，为进一步推进我市社会主义两个文明

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贡献聪明才智的良师益友，成为坚持和完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资治之书。

一九丸七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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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实事求是地反映重庆市政协的历史，力

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时限。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为1950年1月，下限为1997年5月。

三、地域。本志记述的空间范围，以1996年底重庆市的行政区划为准。

四、体例。本志遵循横排竖写和按事分类的总原则，采用篇章节目体。全

志共分5篇19章66节。志首设概述、大事记，志尾有附录。概述横陈全貌，

大事记纵述历史，门类志为全书的主体，附录收集有一定价值的文献、资料。

五、文体。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除某些姓名、地名按规定必须用

繁体字和异体字外，一律使用规范简化字。标点符号、数字的使用，按国家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的规定执行。

六、纪年。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七、称谓。机构、职务、地名等，均按不同时期的实际称谓记述；专用名词

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地名有变化者，在其后加注今地名，今地名一

律以1996年12月31日为准。

八、人物。人物简介篇收录重庆市政协历任主席、副主席的经历简介，以

任主席、副主席的时间先后为序排列。

九、资料来源。本志资料以文献档案为主，辅之以各级档案部门收藏的文

书资料及报刊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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