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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JD／t【删年】i月ffI』“啪1县委，lMfI』●人【屯政J什的负』“．：．＆拨弛⋯怫政卧

阜阳县七^砖一次会议全体委员11}fi9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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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11l^打v

十年动乱姗M被天闭的口孜集清真寺。于一儿八一年十．一H正式开放。图为开放后伊斯：|．．教的信

徒红成礼拜。



【冬j“： e—1．．) ‘儿“七年帛阳县基督教一j r1吸网运动蚕土!会成屯叫的含影。

图四^右1)

县委统战部削：i言长州松青．县民恢宗教书
务科：三科长门H新两㈨志与伊斯兰教信徒们进行幔淡。



图六；(上)阜阳口孜【亓】民食品J。领导班子在检验食品质量。

图七：(上)王店区新宅回民学：饮学生芷做课问操·



图八^右v民革成员、县政协副书席、美

术工作者李伯英同志在作画。

图九^左v县政协委=三{、原冈民党起义军¨卜校川长李舂

台在本乡n办联户窑场。斟为窑场一忏。



图十一(下)县政协委员，侨眷刘怀山的私人住宅。

图十^上v县政协委员、台属侯成n筹资金、自办安徽省阜阳台联化纤丝纲厂。图为泫厂正

在安装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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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方志之作，历代多有梓行。其发皇遗泽、继武前贤之心，迭

记兴衰、拓展未来之意，向可为龟鉴。而《阜阳县统战志》的编

纂，彰贤俊、记言行、美风土、载演变，则开了地方专业志统一

战线方面的先河，为研究统一战线理论做了大量的资料的搜集、

整理的基础工作，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毫

无疑义，它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统一战线问题。它是一门科学，其根本

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统一战

线工作在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

了重大作用，它既是党的一大法宝，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大

特色，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阜阳县统战志》正

是记录了自一九二八年以来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阜阳实践的轨

迹。我们展读，思索，悉心总结经验，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巩固

和发展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大统一、反对霸权主

义、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们应当看到，由于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影响和宣传教

育工作做得不够，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现在仍然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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