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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历史沿革及组织概况

第一节徐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徐州解放初期，尚不具备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市人

民政府为贯彻施政方针，加强与各界人民的联系，恢复和发展生

产，巩固社会治安，便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作为全

市人民的临时最高权力组织，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市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协商委员会，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会

期间的常设机构。

一、徐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徐州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I 949年9月26日至9月3D日

举行。代表269人，会址中山堂。本次会议未选举产生市协商委

员会。

=、徐州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一协商委员会

徐州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49年12月16日至18日在

中山堂举行。12月工8日，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徐州市

协商委员会。委员I7名，由中共徐州市委、市政府、军管会、工

会、农民、民主人士、青年团、学生、妇女、文教，科技、回民，

工商界等I3个单位和方面组成。主席张光中，副主席牛一萍、郑

绘天，秘书长刘积干，副秘书长牛子春、刘昆。无办事机构，会

务工作由市政府兼办。本届协商委员会共举行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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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会议于二届各代会闭幕后立即举行，专门研究了代表提

出的143件提案的处理问题。

第二次会议于1950年1月27日举行，讨论决定了40万份人民

胜利折实公债的分配问题；决定成立徐州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委

员30人；决定发放救济粮10—15万斤。

第三次会议于1950年4月3日举行，由张北华代表传达了山

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决定城市小学经费在地方附加税收

中开支；讨论了徐州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等事

宜。

三、徐州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一协商委员会

徐州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0年5月25日以无记名

投票方式选出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全体委员23

人，主席张光中，副主席牛一萍、程秉文。本届协商委员会由中

共徐州市委，市政府、军警、民盟、民主人士、工会、工商、农

民、青年团、学联、妇女、文教、科技、回民．以及特别邀请人

士等j54．单位和方面人士组成。

本届协商委员会共举行十次会议：

三届协商委员会首次会议于i950年7月5日举行，听取张光

中市长关于一个月来政府工作情况报告；程秉文副主席关于工商

业近况的报告；牛一萍副主席关于劳资关系的报告。
’

会议决定：扩大和平签名运动；坚决拥护周(恩来)外长反

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声明；以及成立救济失业工人委员会、

防汛委员会等。

会议还通过了市政府井克里秘书长关于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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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提案处理情况的报告。

会议推选丁峙山为秘书长(驻会)邹铎为副秘书长。

根据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发布的《关于地方委员会

的决定》，市协商委员会除代行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设机构的

职权外，同时又执行人民政协地方机构的统一战线任务。

市协商委员会设立秘书处。并由市政府院内迁至中山堂东隔

壁淮海路247号新址。

第二次会议于i950年8月20日在新址会议室举行，听取并讨

论通过了市政府井克里秘书长关于财政收支情况的报告。

第三次会议于1950年Io月26日在市协商会小礼堂举行。会议

响应政务院关于救济皖北灾民的号召，决定以市生产救灾委员会

为基础，聘请增补委员扩大组成徐州市劝募寒衣委员会。会议还

讨论了召开市三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事宜。

第四次会议于1950年ii月3D日举行，会议商定于．f2月中旬召

开徐州市三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会议决定由市协商委员会主持召开全市各界人民庆祝徐州市

解放二周年大会。决定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侵

略委员会徐州分会，以领导全市人民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
一t

功。

第五次会议于工950年．12月16日举行，决定于．f950年_12月21日

至25日召开市第三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检查了会议的筹

备情况。

第六次会议于1951年1月18日在市协商会小礼堂举行，听取

了市政府井克里秘书长作关于1 951年财政收支概算报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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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贾玉琴、张再铮、常玉亮等五人参加山东省协商委员会会

议。

第七次会议于1951年3月7日举行，研究了召开市第四届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的筹备事宜，决定由井克里、牛子春

等29人组成筹委会。

第八次会议于195i年4月4日举行，讨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

工作问题。

第九次扩大会议于1951年4月11日举行，讨论通过了关于要

求政府严厉惩治反革命罪犯的决议。

第十次会议为i951年4月23日由协商委员会与市四届各代会

筹委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徐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

织条例；决定会议筹备工作若干事项。

四、徐州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一协商委员会

徐州市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1年4月29日以

无记名投票选举选出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全体

委员27人，张北华为主席，华诚一、丁峙山、王惠谦为副主席。

本届协商委员会由中共徐州市委、市政府、军警、民盟、工会、

青年团、妇女、农民、文教、工商、回民、区域、特别邀请人士

共工3个单位和方面组成。本届协商委员会共举行二十次会议：

四届协商委员会首次(扩大)会议于1951年5月7日举行，

推选牛子春为秘书长，邹铎为副秘书长。

第二次(扩大)会议于1 95i年5月j7日举行，听取并讨论了

李又电15、魏玉华关于全市治安工作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坚

决取缔反动道会门的决议，并认为应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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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第三次(扩大)会议于i95i年6月1 1日举行，决定组织成立

“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由丁峙山、刘心源、韩席筹等2J人

组成，魏玉华、丁峙山为召集人。

1 95i年7月2日，第四届协商委员会举行一次临时会议，研

究动员徐州市青年参加军事干校等工作事宣。

第四次会议于I951年7月2D日举行，讨论关于召开市四届二

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关事宜。

第五次会议于I951年8月8日举行，讨论徐州市人民政府准

备提交市四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文件。

第六次会议于1 95i年9月．I 9日举行，讨论了关于工时改革问

题，同时还决定成立市协商会工商委员会，由j9人组成，王惠谦

为召集人。

第七次会议于1 951年工j月2日举行，听取了关于山东省协商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精神的传达；讨论了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研

究了各界人士学习问题。

第八次会议于I 981年I．1月I 5日举行，讨论了徐州市天主教内

有人破坏昕昕中学(原属教会办的私立中学)学生反帝爱国活动

问题。

I 951年工2月6日，市协商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与市抗美援

朝分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了徐州市天主教内的反帝爱国斗争问

题，一致拥护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帝国主义分子邰轶欧。

第十次会议于1 951年_I 2月7日举行，研究了关于召开市四届

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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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市协商委员会、市整编节约委员会1951

年12月27日在市政府会议室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研究如何雷厉

风行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简称“三

反")，以肃清整编节约运动中的障碍等问题。

第十一次会议于1 952年1月4日举行，就市宗教界爱国人士

的反帝爱国斗争情况进行了研究，决议建议政府取缔暗藏在教会

内部的“圣母军”反动组织，并向群众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市协商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市整

编节约委员会于i952年1月j9日在市政府会议室举行第二次联席

会议，听取了市协商委员会张北华主席汇报“三反"运动开展情

况；张光中市长、王惠谦副主席传达山东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第二次会议精神。会议讨论了第一季度工作计划，协商决定召

开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临时会议。

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市协商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市整

编节约委员会于i952年2月2j日在市政府会议室举行第三次联席．

会议，听取了张光中市长，张北华主席就当前工作分别作的

报告，通过了组织承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

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检查大队的决

定。

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市协商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市整

编节约委员会于1952年3月1 4日在市政府会议室举行第四次联席

会议，听取市协商委员会张北华主席作关于“五反"运动情况的

报告，通过了关于工商业户分类处理办法。

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市协商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市整

9



编节约委员会于I 952年4月9日举行联席扩大会议，听取市协商

委员会张北华主席作“五反，，运动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报告。到会

400余人。

第十六次会议于1952年6月25日举行，研究了关于召开四届

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有关事宜；张秀潜汇报了筹备工作的情

况；邹铎汇报了关于代表资格审查情况。

第十七次会议于I 952年8月I 3日举行，研究了四届四

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 1 6件提案的处理意见；讨论了全市

禁毒问题；决定结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行深入有效

宣传。

市协商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 952

年9月6日在市府会议室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市五届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筹备方案等四项决议。

．市协商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徐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九次)于i952年如月10日在市政府会议室举行联席会议，听取程

秉文传达山东省协商委员会关于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几项任

务的报告；着重讨论了扩大物资交流，搞好玉农业生产等问题；

并对市五届各界人民代表的资格进行了审查。

第二十次会议于1952年Io月26日举行，研究市五届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筹备事宜，次定会议日程草案。 ．

五、徐州市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一协商委员会

徐J,i1市第五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 952年1．1月2日以

无记名投票选举选出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全体

委员3 J人，华诚一当选为主席，陶有亮、张海波、丁峙山当选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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