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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特色

序

杨成彪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最快的世纪，也是各种政治势力斗争最为激烈的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创

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由此变为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

主义实践从一国发展到多国，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1949年，新中国的诞

生，社会主义形成一个阵营，社会主义运动逐步走向高潮。但是，近20多年来，社会

主义运动发生了激剧的变化，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

主义运动逐步走向低潮。

然而，在这个剧烈而又复杂的变迁中，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在不断壮大，以其蓬勃发

展的伟大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

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许多内容，其中，政治制度是最重要的方面。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

度。国家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及有关文件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已经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人民政协是这种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

人民政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大创造，一大特色，一大优势。人民政协是

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诞生的。1949年9月，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

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创建人民共和国的伟大任务已经提上重要日程。中国共产党

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族各界知名人士于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会议审议通过了三个创立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法案；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协

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国旗、国歌、纪年等重大问题。这次会议，以光荣地完

成了新中国的建国任务而载入史册。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政协同人民共和国的发展紧密相连。人民政协为推动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为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国际友好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拨乱反正，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在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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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两个文明建设中，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都做出了重大

贡献。

楚雄州政协也是和楚雄州的成立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后，1951

年1月5日成立了楚雄专区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部分履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

能。1958年4月15日，楚雄彝族自治州正式成立。1962年8月20日召开州人民代表大

会，同时召开了第一次政协会议，成立了政协楚雄州筹备委员会。1963年12月3日至

11日召开了政协楚雄州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成立政协楚雄州委员会。至今楚雄

州政协已历经六届。政协委员由139人增加到321人，所代表的界别由17个扩大到29

个。政协楚雄州委员会，在中共楚雄州委的领导下，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充分发挥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作用。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

主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为彝州的社会稳定、民族团

结、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民政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民政协

根据自身的性质和职能，在前进中开拓，在开拓中前进，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楚雄州政协自成立以来，努力适应新形势，积极探索新路子，认真

总结新经验，为彝州的发展进步不断作出新贡献。

<楚雄州政协志>是介绍楚雄州政协几十年发展历程的全书。从中可以看出楚雄州

政协在彝州的发展进步中所做的重要工作和作出的巨大贡献；从中我们也深刻认识到，

做好政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这样一些原则：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

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具有巨大优势和生命力的政党制度。政协是这个制度的具体体

现和重要机构。这一制度，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和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

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是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

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创造的。这一制度，是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也是由

中国国情所决定的。坚持这一制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前进方

向。政协履行职能，政协的全部工作都要以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最高准则和根本

方向。

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种领导核心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

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民主党派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就无从谈起，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是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根本保证。人民政协的发展历史表明，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人民政协，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政协事业的兴旺发

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正确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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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做好政协工作的必然要求。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政协工作就会偏离甚至迷失方向。始

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是政协工作的一项根本原则。任何削弱和

淡化党对政协工作领导的观点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政协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全局工作的重要方面，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对政协工作的领导，积极为政协履

行职能创造条件，尊重和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各级政协要自觉接受党委的领导，维护党

委的权威。服从和服务于党委的工作大局，围绕党委的中心工作，认真履职。

3．坚持民主团结

人民政协是大团结、大联合的象征，是中国政治体制中发挥社会民主的重要形式。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

行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性质的集中体现，是人民政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据，是人

民政协继往开来的方向和使命。这两大主题应该贯穿于人民政协的全部工作中”。坚持

团结和民主，就坚持了政协工作鲜明的特点和优势。人良政协的团结，是在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大目标下的团结，是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团结。人民政协

的民主，是以协商讨论、建言献策、民主监督、批评建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是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团结和发扬民主是辩证的统一。坚持团结，发扬民主才有

基础；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才更有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结构的变动，利益

关系的调整，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显现，团结更显得尤为重要。团结就是大局，只有团

结才有稳定，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只有团结一心，群策群力，才能解决改革、发展、稳

定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团结的人要越多越好，团结的面要越宽越好。政协的一切工作

和活动都要体现广泛团结，求同存异的特点。要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上，放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上，为实现现代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

宏伟目标而共同奋斗。政协要高举民主团结两面大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努力

营造宽松、和谐的民主氛围，广开才路，广开言路，广纳群言，既体现大多数人的共同

愿望，又尊重少数人的特殊要求，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

4．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项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

保障，也是推动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基本路线是深刻总结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正确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

必须遵循的原则，是政协工作不断开拓创新的基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把经

济建设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

愿望和要求，是解决多种矛盾的中心环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正确认识改

革、发展、稳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

提。政协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坚定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党

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促进改革发展，自觉维护稳定，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协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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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化解矛盾的工作。

5．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党的思想

路线。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上的每一步前进。改革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人民政协履行职能也必须坚持这条思想路线，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抓住事物的本质，反

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讲真话，讲实情，办实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还要求政协工作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政协要密切联

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反映群众要求，维护群众利益，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

6．坚持实践第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从根本上说是一项不断探索的伟大实践。人民政协在这个伟大事业的实践中，履行职

能。发挥作用，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思想，勇于实践，善于实践。李瑞环主席强调指

出：“到实践中去，是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环节”。“注重实践是人民政协工作的基

本路线，也是人民政协面临的课题和努力方向”。政协工作要牢固树立实践第一的思想，

通过实践，了解社情民意，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通过实践，把政治协商引向深

入，把民主监督搞得更有成效。使参政议政得到进一步拓展。

人民政协有着辉煌的历程，更有着灿烂的前景。总结过去，心潮激荡，展望未来，

豪情满怀。《楚雄州政协志>的出版，将使彝州现在和今后从事政协工作的同志对人民

政协的宏伟事业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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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志》简称

《楚雄州政协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基本路线为准绳，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和《全国政协章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

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科学方法，以唯物史观的思想路线，实事求

是的基本原则，记述本会在中共楚雄州委领导下，在上级政协的

指导下，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扬社会主

义民主，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和发挥人民政

协优势，为彝州改革、发展、稳定和两个文明建设献计出力之史

实，力求写出真实性、可读性、宣传性、借鉴性的信史良志。

二、本志采用编、章、节、目结构编年体。设置历史沿革、

履行职能、主要工作、县(市)政协、人物五编及附录。编以下

设章、节、目。纵贯历史，横贯县(市)o上限自1951年1月，

下限止于1999年末；县(市)政协下限止于1998年3月。

三、关于繁称和简称，为叙述方便，有关名称，有时用简称

如“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

员会”简称“中共楚雄州委"或

“中国共产党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州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全国委员会”简称“全国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

省委员会”简称“云南省政协”或“省政协”；“楚雄彝族自治州”

简称“楚雄州”或“彝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楚雄彝族自治

州委员会简称“政协楚雄州委员会”或“楚雄州政协”、 “州政

协”，其他简称照此类推表述。



概 述

楚雄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中北部，处于东有滇池，西有洱海，北有邛海的三角经

济、文化交融地带。东邻昆明市，西接大理，南连思茅、玉溪，北靠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

攀枝花市，古有“省垣门户”、“迤西咽喉”之称。

州境地势雄奇，重峦叠嶂，谷地错落，溪水纵横。地形属内陆高原，从河谷到高原海拔

在556米至3657米之间，州府鹿城海拔1776．82米。乌蒙山余脉逶迤东北，白草岭雄峙于

西北，哀牢山绵亘于西南。金沙江自北入境，浩荡东流，礼舍江沿哀牢山麓蜿蜒南流，形成

了三山鼎立，二水环流之势。总国土面积29258平方公里，山区半山区面积占90％。自然

资源丰富，尤以矿藏、水力、动植物资源为多。在群山起伏之间，有90多个大小不等的坝

子，为全州主要农作区。这里气候宜人，年温差小，干湿季分明，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

18．4。C一21．9℃，年平均降雨量800毫米一1000毫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楚雄是人类发祥地之一，湛称天然人类历史博物馆和古生物宝库，以“历史古、区位

中、资源丰、风情浓、民风淳”的特色优势名扬省内外。境内出土的禄丰恐龙、腊玛古猿、

“元谋人”化石，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鼓编钟等古生物、古人类、古文化资源，记载着彝州人民

悠久的历史文明，特别是彝族十月太阳历揭示了古老历法和天文学奥秘，成为华夏民族灿

烂文化之精华。

楚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是一个统一的地方行政区域。秦汉设郡史，西汉时分

属益州郡、越嵩郡。三国时分属蜀汉建宁郡、云南郡、越离郡。西晋分属宁州的云南郡、建

宁郡。唐初分属戎州都督府，姚州都督府。唐南诏时属拓东节度、弄栋节度。宋大理国时

属姚州统矢府、都阐府、威楚府，会川府。元初分属中庆路、威楚开南路、武定路、大理路、

姚安路。明时分属云南府、楚雄府、姚安军民府、武定府。清时分属云南府、武定直隶州、

楚雄府。民国时期废府州制改县。1950年分属楚雄、武定专区，1953年两专区合并为楚

雄专区，辖17县，成为统一的地方行政区域。1958年4月成立楚雄彝族自治州，经划出、

撤并，现辖禄丰、武定、元谋、永仁、大姚、姚安、南华、牟定、双柏等9县和楚雄市。128个乡

(镇)1125个村公所(办事处)。1998年末总人口247．4万人。居住着彝、汉、苗、回、白、傈

僳、哈尼等多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76．6万，占总人121的31％，其中彝族人口61．8万，占

总人121的25％，占少数民族人El的80．6％，是自治州的自治民族。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创造着彝州的过去和今天。改革开放20年来，在

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彝州广大干部群众发扬勤劳纯朴的民风和艰苦创业

的精神，使全州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社会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睦，人民安居

乐业。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无

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参加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祖

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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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的一切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楚雄专区遵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组织法>，于1951年1月5日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各族各界代表

会议协商委员会。武定专区及两区所属各县也相继建立了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委员

会。作为人民政协地方组织的前身日一日一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在中共楚雄

地委的领导下，依照《共同纲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团结各方面人士，协助人民政府，积

极开展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互相合作发展生产，贯彻党在过渡时

期的总路线等重大活动中，做了大量工作，对民主建政。恢复和发展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充分发挥了在党委领导下统一战线组织的职能作用。1954年，各县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

后，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停止活动。

1958年。楚雄彝族自治州建立，1963年12月召开了政协楚雄彝族自治州第一届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建立了政协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州政协通过举办政治学校组织和推

动委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委员和所联系的人士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

义的教育，认真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围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

济，组织委员下乡下厂调查研究，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协助党委政府做好统战工作。由于

。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政协工作一度中断。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

正，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1980年州政协恢复

工作。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逐步深入，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进一步加强，

1984年全州各县(市)相继建立了县(市)政协。全州政协工作有了新发展。

州政协成立36年来，经历了成立、曲折、发展的历程。在中共楚雄州委的领导下．继

承和发扬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组织推动委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

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统战理论和政协基本知识，不断提高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

坚持政协工作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不断探索政协

工作的规律，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中探索，政协组织和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政协

工作的范围不断拓展延伸，履职程序不断规范；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

主要职能，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利用会议等多种形式就贯彻国家的大政方针，

彝州的重大事务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重要问题开展了多层次的协商监督；围绕党委政府

中心．组织委员开展专题调查、专题视察、专题考察，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充分发挥政协

人才智力、联系面广的优势，在搞好本职工作前提下，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意见建议

等多种形式。反映社情民意，实现基础层次的参政议政；积极参与落实政协委员和有关人

士的政策，民族、宗教政策，“三胞”政策，协调关系、化懈矛盾、做好团结工作，为彝州的改

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人民政协是实现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的重要组织，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渠道，愈来愈显示出它在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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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62年

8月2日 中共楚雄地委向中共云南省委呈报<关于筹建州政协的请示报告>。

楚雄州政协筹备委员会成立。

10月30日 省委批复同意地委《关于筹建州政协的请示报告>。

12月15日 楚雄州政协筹备委员会向筹备委员和社会人士发出‘关于征集文史

资料的意见>。

1963年

6月25日 州政协筹委会作出<关于组织驻会委员及工商界、社会人士进行爱

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学习计划)。

8月 召开武定、禄劝、元谋、牟定、禄丰等县文化馆干部座谈会，就在苗族青

年中开展音乐、舞蹈方面的民族民间文娱活动进行协商。

11月 组织驻会常委视察禄丰、南华、楚雄农村情况。

12月3日一11日 召开楚雄州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

12月12日 召开一届一次常委会。

本年 根据全国政协《关于推动和组织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

界、知识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议>和“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的计划”，组织社会人士、工商界中门市部以上负责人70多人坚持有计划的学习。

1964年

2月27日。3月6日 召开各县工商联干部会议。分析工商界思想状况，商讨

在工商界中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问题。

5月28日 州政协作出了“组织各县部分省州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工商联骨

干和各界人士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计划”。

6月17日 向中共楚雄地委呈报学习情况的综合报告。

本年 在西山西灵宫成立了楚雄州政治学校。根据地委统战部统计应纳入“三个

主义”教育的各界党外人士2055人，政治学校按照教育计划，分批举办培训班，本年

共举办伊斯兰教阿訇、工商界人士培训班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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