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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震翌

一奎目政博“王席栈t英十1 989年4月21日到连云港市观察。圈为

栈正莫(=t)与市委书E丰允j(=z)、市长i稳卿(i四)、政
佛“i$g衍平&政协机关部缔同志奢彰。

e十=城市政协横向联{茅=次座谈畚于1987年10月
4日在我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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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口f。圈为市姜“书记爵素娥(左】2)、市政协i席胡为琏(t
11)、市凡太主任唐百沮(E1 2)、市喜常委、市纪毒书记丰鲜龙(#

1I、、市毒常喜，连云港平霉日政喜马奎玢(#9)、原市政协1席丰
敬啦(女10)同与鲁代表#市政搏 艮±党津“关同0旮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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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五。、市政沣“1席阿继尧^右二一、

张广远^=v等目与台代表夸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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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为德

《连云港市政协志》在各级领导、老同志关心支持下，

经过机关同志四年来的共同努力，终于出版问世。这是

我市政协历史的科学记录，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

成果，也是爱国统一战线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一

。连云港市是首批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是新亚欧大

陆桥东桥头堡。这里风光秀丽，海天一一色，物华天宝，人

杰地灵。爱国统，一战线事业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j市政

协从1949年9月16日新海连特区(连云港市旧称)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第一一次会议召开至今已走过四十八年的光

辉历程。四十八年来，在中共连云港市委的领导下，市政

协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及各族各

界代表，和衷共济，围绕党和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

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为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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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政协认真执行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根据《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章程》所赋予的任务，不断充实和拓宽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内容、范围、形式和渠道。为改

革开放事业，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民主

法制建设，为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巩固和

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

人民政协工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大好局面。

<连云港市政协志>是在深入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市两个文明建设取得辉

煌成就的大好形势下，在全国人民欢庆香港回归和迎接

中共十五大胜利召开的大喜日子里出版的。以志为鉴。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盛世修志

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要继续发扬爱国统一战线的光荣传

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献计献策，

为更快更好地推动改革开放，促进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为把连云港市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港口

城市作出新的贡献!

一九九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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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系统地记述连云港市政协的历史，力求做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二，准确全面地反映历史的

本来面貌。

二、本志上限起自1949年新海连特区各界代表会

议，下限迄至1993年3月政协连云港市第八届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召开之前。

三、本志采用记叙文体，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类系

事，按时间顺序编排。

四、本志的结构采用章、节、目、子目，全志共分6章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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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收集有一定价值的文献、资料。

五、领导成员简介章收录的市政协历任主席、副主

席、秘书长的经历简介，多为本人提供，排列以任主席、副

主席和秘书长的时间先后顺序。

六、入志单位、机构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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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地名用当时的称谓，其后有变化的，在括号中加注今

名。时间表述，统计数字，一律用公元纪年和阿拉伯字母

书写。

七、本志资料来源以文书档案为主，辅之以文献和口

碑资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目 录

序

凡例

概述⋯⋯⋯⋯⋯⋯⋯⋯⋯⋯⋯⋯⋯⋯⋯⋯⋯⋯⋯⋯⋯⋯⋯⋯(1)

大事记⋯⋯⋯⋯⋯⋯⋯⋯⋯⋯⋯⋯一⋯⋯⋯⋯⋯⋯⋯⋯⋯⋯(7)

第一章新海连特区(市)、新海县各界代表会议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87)

第一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88)

第二节第二届(新海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90)

第三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92)

第四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93)

第五节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95)

第六节各界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的主要工作⋯⋯⋯⋯⋯⋯⋯⋯⋯⋯⋯⋯⋯⋯(98)

第二章政协连云港市(1961年10月1日前称新海连市)

委员会⋯⋯⋯⋯⋯⋯⋯⋯⋯⋯⋯⋯⋯⋯⋯⋯⋯⋯(105)

第一节政协新海连市第一届委员会⋯⋯⋯⋯⋯⋯⋯(106)

第二节政协新海连市第二届委员会⋯⋯⋯⋯⋯⋯⋯(113)

第三节政协新海连市、连云港市第三届委员会⋯⋯(121)



2 连云港市政协志

第四节政协连云港市第四届委员会⋯⋯⋯⋯⋯⋯⋯(127)

第五节政协连云港市第五届委员会⋯⋯⋯⋯⋯⋯⋯(136)

第六节政协连云港市第六届委员会⋯⋯⋯⋯⋯⋯⋯(143)

第七节政协连云港市第七届委员会⋯⋯⋯⋯⋯⋯⋯(157)

第三章机构设置⋯⋯⋯⋯⋯⋯⋯⋯⋯⋯⋯⋯⋯⋯⋯⋯⋯(171)

第一节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组⋯⋯⋯⋯⋯⋯⋯⋯⋯(171)

第二节机关办事机构⋯⋯⋯⋯⋯⋯⋯⋯⋯⋯⋯⋯(188)

第四章政协各县、区委员会⋯⋯⋯⋯⋯⋯⋯⋯⋯⋯⋯⋯(191)

第一节政协赣榆县委员会⋯⋯⋯⋯⋯⋯⋯⋯⋯⋯⋯(191)

第二节政协东海县委员会⋯⋯⋯⋯⋯⋯⋯⋯⋯⋯⋯(194)

第三节政协灌云县委员会⋯⋯⋯⋯⋯⋯⋯⋯⋯⋯⋯(198)

第四节政协海州区委员会⋯⋯⋯⋯⋯⋯⋯⋯⋯⋯⋯(201)

第五节政协新浦区委员会⋯⋯⋯⋯⋯⋯⋯⋯⋯⋯⋯(203)

第六节政协云台区委员会⋯⋯⋯⋯⋯⋯⋯⋯⋯⋯⋯(205)

第七节政协连云区委员会⋯⋯⋯⋯⋯⋯⋯⋯⋯⋯⋯(208)

第五章市政协历届委员组成情况及委员名单⋯⋯⋯⋯⋯(211)

第六章市政协一至七届领导成员简介⋯⋯⋯⋯⋯⋯⋯⋯(243)

附录⋯⋯⋯⋯⋯⋯⋯⋯⋯⋯⋯⋯⋯⋯⋯⋯⋯⋯⋯⋯⋯(281)

一、历届在连省政协常委、委员名单⋯⋯⋯⋯⋯⋯⋯⋯(281)

二、市政协一至七届驻会主席、秘书长及机关专职人员

情况表⋯⋯⋯⋯⋯⋯⋯⋯⋯⋯⋯⋯⋯⋯⋯⋯⋯⋯(284)

三、1984年受省政协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287)

后记⋯⋯⋯⋯⋯⋯⋯⋯⋯⋯⋯⋯⋯⋯⋯⋯⋯⋯⋯⋯⋯(289)



概 述

概 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连云港市委员会是人

民政协的地方组织，它的前身是新海连特区、新海县和新

海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在1949年11月

25日召开的新海连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

上，推选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12人，成立了常务委员

会。在1951年5月25日召开的三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上。常务委员会改称为协商委员会。从1949年到

1955年共召开常务委员会、协商委员会会议45次。

新海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协商委员

会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地方政府进行社会改革；审议和推

行政府各项政策法令；协商民主建政，建立地方政权；动

员全市人民发展生产、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组织和推动知

识界、工商界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土改，镇反和“三反”“五

反”运动；开展时事政治学习，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促进各族人民团结进步；联系各界群众，反映他们的意见

要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协商委员会所作

的工作，对团结各族人民，反对国内外敌人，实行民主改

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巩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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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专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普选人民代表、召开

人民代表大会创造了条件。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召开，人民政协进入了历史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从

此，人民政协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而作为统一战

线组织继续存在并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新海连市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根据19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于

1956年2月17日召开了有代表性的各界人士会议，讨论

成立政协新海连市第一届委员会的有关事宜，会上成立

了大会筹备处。政协新海连市第一届委员会有政协委员

106名，由16个界别组成，于1956年2月23日召开第一

次会议。
’+

市政协从1956年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的10年中，经历了一至四届，共召开10次全体会议。根

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赋予的任务、职能和规

定的准则，围绕地方大政方针和群众关心的重要问题进

行民主协商；协助政府推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协商有关调整公私关系的方针政策，组织学习，

推动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协商有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和其它方面的重火措旌；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长期

共存、互相监督”的力‘针j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帮助党整风，调整关系，加强团结；推动和运用“神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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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形势教育和思想教育；结合国民绎济调整工作，

沟通思想，广泛听取意见，改善关系；对非共产党的政协

委员、各界有代表性人亡及其家属给予各种生活照顾；协

商讨论右派分子的“摘帽”和在非共产党人士中进行甄别

平反问题；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增强团结，调

动各界人士的积极性。这一时期，市政协在团结全市人

民和推动社会力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加快社会主义建

设，发扬人民民主，活跃政治生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关

系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发挥了统一战线组织特

有的作用。

1966年夏季开始，因“文化大革命”，政协连云港市委

员会被迫停止了活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

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

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的伟大

转折，人民政协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

1978年底连云港市政协恢复了活动，1979年8月政

协连云港市第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从这次会议

到1993年3月近14年里，市政协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讲话

精神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新时期人民

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积极探索，不断前进，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创了新的局面。这个新时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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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协的工作，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之一。

团结面不断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市属赣榆、东海、灌云三县和新海(1986年6月6日后划

为海州区、新浦区)、云台、连云三区相继建立了政协组

织；市政协委员由“文化大革命”前的162名，增加到1990

年七届三次会议时的371名，由17个界别增加到25个界

别，在连省、市、县(区)三级政协委员共有1258名。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内容、形式和途径不断丰富和

发展。市政协逐步建立健全了全委会、常委会、主席会和

专题会等例会制度，不断充实加强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组

工作，积极参与有关大政方针和全市重要事务的协商、监

督活动。

发挥人才聚集的优势，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

献计出力。 ，

一

．大力推动为政协委员和有关人士的落实政策工作，

从而极大地激发了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和建

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开展海外联谊活动，促

进祖国和平统一，为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牵线

搭桥。

组织和推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学习，把学习理论

求得共识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学习形式主要是报告会、

座谈会、心得交流会；向委员发<学习参考资料>；成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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