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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将甘井子区政协十年历史，详加考察，汇

集整理、编纂成书。这是甘井子区政协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甘井子区政协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历

史唯物主义、求真求实的原则，客观地反映和记载了甘井子区政协

的发展史和现状。其特点是史料翔实。它不仅为我区统战工作和

人民政协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也为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

教育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教材。以志为鉴，继往开来。这部志书将充

分发挥其“存史、资治、教化”之作用。

人民政协——作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在长期的革命

与建设历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的《大

城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1951年7月至1955

年11月甘井子区曾建立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1984

年4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

定，决定成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连市甘井子区委员会。

风雨十载，甘井子区政协在中共甘井子区委领导和大连市政

协指导下，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面贯彻改革开放以来的

方针、政策，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充分调

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发挥多党合作重要机构的作用，为推进

甘井子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促进“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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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基本政治制度将长期存在和不断完善。《甘井

子区政协志》的出版能给我们政协工作提供历史借鉴。我们要认真



贯彻执行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邓小

平同志关于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理论。在中共甘井子区

委的正确领导和市政协的指导下，同心同德为做好新时期人民政

协工作和再塑甘井子新形象而努力奋斗l

徐万财

1994．】2．26



凡 例

一、本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翔实

系统地记述了甘井子区政协的历史和现状，准确、全面地反映历史

的本来面目，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采用记叙文体按活动内容分类，按时间顺序编排。上

限起自1951年7月甘井子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诞

生，下限迄至1994年2月政协大连市甘井子区第四届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的十年历程。

三、本志采用篇、章、节目体，门类志为全书主体。全志设置为

4篇10章40节。志首为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志尾有附录。概

述是横陈区政协十年全貌，大事记纵述历史，简记活动题目。附录

收集与政协有关之文件及一些重要活动。

四、入志单位、机构和地区均用当时名称和称谓，以后有变化

的都加以注解在括号内注明现名。入志人物的自然情况和所在单

位及职务全是当时历史写实。

五、本志力求行文规范化。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时间表述、

统计数字一般用与公元纪年和阿拉伯数字。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文书档案、辅之以各部门收藏的文献，机

构设置篇中因甘井子区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主

席、副主席名单、机关机构设置档案材料中没有记载所以空缺。



目 录

概述⋯⋯⋯⋯⋯⋯⋯⋯⋯⋯⋯⋯⋯⋯⋯⋯⋯⋯⋯⋯⋯⋯(1)

大事记⋯⋯⋯⋯⋯⋯⋯⋯⋯⋯⋯⋯⋯⋯⋯⋯⋯⋯⋯⋯⋯(5)

第一篇组织沿革

第一章旅大市甘井子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组织

沿革⋯⋯⋯⋯⋯⋯⋯⋯⋯⋯⋯⋯⋯⋯⋯⋯⋯(28)

第一节 甘井子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

员会筹委会⋯⋯⋯⋯⋯⋯⋯⋯⋯⋯(28)

第二节 甘井子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

员会⋯⋯⋯⋯⋯⋯⋯⋯⋯⋯⋯⋯⋯(29)

第三节 甘井子区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

员会⋯⋯⋯⋯⋯⋯⋯⋯⋯⋯⋯⋯⋯(31)

第四节 营城子、小平岛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

委员会⋯⋯⋯⋯⋯⋯⋯9 00 0 00⋯⋯⋯(32)

第二章政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员会组织沿革⋯⋯⋯(33)

第一节 第一届委员会⋯⋯⋯⋯⋯⋯⋯⋯”：(34)

第二节 第二届委员会⋯⋯⋯⋯⋯⋯⋯⋯⋯(40)

第三节 第三居委员会⋯⋯⋯⋯⋯⋯⋯⋯⋯(46)

第四节 第四届委员会⋯⋯⋯⋯⋯⋯⋯⋯⋯(55)

第二篇机构设置

第一章各专门委员会⋯⋯⋯⋯⋯⋯⋯⋯⋯⋯⋯⋯⋯(63)

第一节 提案委员会⋯⋯⋯⋯⋯⋯⋯⋯⋯⋯(63)

第二节 学习委员会⋯⋯⋯⋯⋯⋯⋯⋯⋯⋯(65)

第三节 经济科技委员会⋯⋯⋯⋯：⋯⋯⋯··(66)

第四节 文教法制委员会⋯⋯⋯⋯⋯⋯⋯⋯(71)

一r一



第五节 联络委员会⋯⋯⋯⋯⋯⋯⋯⋯⋯⋯(76)

第六节 文史资料委员会⋯⋯⋯⋯⋯⋯⋯⋯(78)

第七节 镇街政协委员联络组⋯⋯⋯⋯⋯⋯(79)

第二章机关办事机构⋯⋯⋯⋯⋯⋯⋯⋯⋯⋯⋯⋯⋯(83)

第三篇全体委员会议

第一章第一届委员会⋯⋯⋯⋯⋯⋯⋯⋯⋯⋯⋯⋯⋯(84)

第一节 第一次全会⋯⋯⋯⋯⋯⋯⋯⋯⋯⋯(84)

第二节 第二次全会⋯⋯⋯⋯⋯⋯⋯⋯⋯⋯(87)

第三节 第三次全会⋯⋯⋯⋯⋯⋯⋯⋯⋯⋯(89)

第二章第二届委员会⋯⋯⋯⋯⋯⋯⋯⋯⋯Q@O gOO BgI OOO(91)

第一节 第一次全会⋯⋯⋯⋯⋯⋯⋯⋯⋯⋯(91)

第二节 第二次全会⋯⋯⋯⋯⋯⋯⋯⋯⋯⋯(93)

第三节 第三次全会⋯⋯⋯⋯⋯⋯⋯⋯⋯⋯(95)

第三章第三届委员会⋯⋯⋯⋯⋯⋯⋯⋯⋯⋯⋯⋯⋯(98)

第一节 第一次全会⋯⋯⋯⋯⋯⋯⋯⋯⋯⋯(98)

第二节 第二次全会⋯⋯⋯⋯⋯⋯⋯⋯⋯⋯(100)

第三节 第三次全会⋯⋯⋯⋯⋯⋯⋯⋯⋯⋯(103)

第四章第四届委员会⋯⋯⋯⋯⋯⋯⋯⋯⋯⋯⋯⋯⋯(105)

第一节 第一次全会⋯⋯⋯⋯⋯⋯@@O OOO@DO⋯(105)

第二节 第二次全会⋯⋯⋯⋯⋯⋯⋯⋯⋯⋯(122)

第四篇会务工作

第一章旅大市甘井子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会务

工作⋯⋯⋯⋯⋯⋯⋯⋯⋯⋯⋯⋯⋯⋯⋯⋯⋯(124)

第一节 参加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125)

，，，
第二节 支援抗美援朝斗争⋯⋯⋯⋯⋯⋯⋯(125)

第三节 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126)

一I一



第四节 开展学习活动⋯⋯⋯⋯⋯⋯⋯⋯⋯(127)

第五节 。人民意见”办理工作⋯⋯⋯⋯⋯⋯(127)

第二章政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员会会务工作⋯⋯⋯(128)

第一节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128)

第二节 提案工作⋯⋯⋯⋯⋯⋯⋯⋯⋯⋯⋯(132)

第三节 学习工作⋯⋯⋯⋯⋯⋯⋯⋯⋯⋯⋯(138)

第四节 经济科技工作⋯⋯⋯⋯⋯⋯⋯⋯⋯(141)

第五节 文教法制工作⋯⋯⋯⋯⋯⋯⋯⋯⋯(145)

第六节 对台宣传和对外联络工作⋯⋯⋯⋯(148)

第七节 文史资料工作⋯⋯⋯⋯⋯··?⋯⋯⋯(152)

第八节 落实政策工作⋯⋯⋯⋯⋯⋯⋯⋯⋯(155)

第九节 综合服务工作⋯⋯⋯⋯⋯⋯⋯⋯⋯(156)

附 录

一、大连市甘井子区政协历届委员会党组成员名单⋯(159)

二、政协之友⋯⋯⋯⋯⋯⋯⋯⋯⋯⋯⋯⋯⋯⋯⋯⋯⋯(159)

三、中共甘井子区委关于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作用的几项规定(1988年8月15日)⋯⋯⋯⋯(160)

四、政协大连市甘井子区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163)

五、政协大连市甘井子区第四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提案工作

条例⋯⋯⋯⋯⋯⋯⋯⋯⋯⋯⋯⋯⋯⋯⋯⋯⋯⋯⋯(166)

六、政协大连市甘井子区第四届委员会学习委员会简则⋯⋯

⋯·⋯··⋯·⋯⋯···⋯⋯··⋯·⋯··⋯⋯·⋯⋯········⋯·⋯··(169)

七、政协大连市甘井子区第四届委员会经济科技委员会简则

⋯·⋯⋯··⋯·⋯······⋯···⋯⋯··⋯···················⋯⋯··(170)

八、政协大连市甘井子区第四届委员会文教法制委员会简则

⋯⋯··········⋯······⋯⋯⋯⋯⋯⋯··⋯···⋯·⋯···⋯·····(】71)

一I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九、政协大连市甘井子区第四届委员会联络委员会简则⋯⋯

·⋯⋯⋯⋯⋯⋯⋯⋯⋯⋯⋯⋯⋯⋯⋯⋯⋯⋯⋯⋯⋯⋯··(172)

十、政协大连市甘井子第四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简则

⋯⋯⋯⋯⋯⋯⋯⋯⋯⋯⋯·⋯⋯⋯⋯⋯⋯⋯⋯⋯⋯⋯··(174)

十一、评选表彰优秀提案和先进承办单位试行办法⋯(175)

十一、在政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员会机关工作过的人员名单

·⋯⋯⋯⋯··⋯⋯⋯·⋯⋯⋯···⋯······⋯···⋯⋯···⋯·····(176)

后记⋯⋯⋯⋯⋯⋯⋯⋯⋯⋯⋯⋯⋯⋯⋯⋯⋯⋯⋯⋯⋯(178)

一Ⅳ一



概 述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

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社会主

义初期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连市甘井子区委员会是在原甘井子

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方基层组

织，是在中国共产党大连市甘井子区委员会领导和大连市政协指

导下的由甘井子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少数

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

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

一战线。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十万人口以上

的城市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于1951年7月9日至

10日，举行了甘井子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选

举产生了甘井子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既

是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又是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区人民政协的前身。

甘井子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主要活动是：参与

政府重大问题的协商，推动建设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协助政府

推行政策、法令，促进社会各项改革的进行；审议政府报告，组织各

界人士参加“镇反”、“肃反”、“三反”和“五反”运动，增加生产支援

抗美援朝，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深入基层，搞好调查，开展学习活

动，在社会实践中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征集群

众意见，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帮助政府改进工作。甘井子区各界

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所进行的各项工作，对于团结全区人民，进行

民主改革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反对和打击国内外敌人，扩大统一

战线，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一】一



1954年4月19日甘井子区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从此，甘

井子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不再行使区人民代表大会

职能。1955年11月25日召开了甘井子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

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根据市政协关于结束一市二县七个直属区

各界人民协商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结束协商委员会工作。

1984年4月根据中共辽宁省委和大连市委的指示，成立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连市甘井子区委员会。到1994年经历第一

届、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共召开了11次全体会议。随着统一战

线工作的不断扩大和发展，区政协的组织和机构亦相应地发展和

扩大。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有委员102名，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增加到

180名。先后建立了学习、提案、文史资料、文教法制、经济科技和

联络六个委员会、12个工作组。机关设立了办公室(内设联络科、

提案科)、经济科技委员会和文教法制委员会。

10年来，甘井子区政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章程》所赋予的任务，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认真履行政协的基本职能，充分发挥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作

用，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

本路线以及区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和参政议政的职能。从全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实际出发，

组织委员参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和重大事项的协商

讨论；对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医

药卫生、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

机制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考察、视察等活动，并提出许多有

益的意见和建议。10年来，区政协先后组织调查、考察、视察等活

动140余次，共有委员1500多人次参加了活动；写出调研报告、考

察报告、视察报告50余份，情况反映、政协简报等120余期，提出

意见、建议1300余条；受理委员提案934件。为甘井子区两个文明

建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一2一



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智力优势，围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经济

发展及其他各项事业，开展专题研讨、技术咨询服务和专业技术培

训、考察论证、推荐人才等一系列服务活动，委员们为甘井子区经

济和各项事业发展献计出力已经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发

挥了政协人才的优势，扩大了政协影响。

按照。一国两制”原则实现祖国统一，是爱国统一战线和人民

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区政协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向委员和

各界人士宣传统一战线新形势和“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宣传祖

国和大连市、甘井子区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使海外亲友

不断增进对党的政策和家乡情况的了解，激发他们爱国思乡之情；

通过接待来甘井子区探亲、经商、讲学、旅游的。三胞”和外籍华人，

向他们宣传政策，开展多种形式的联谊活动，交流思想，沟通感情，

结交朋友，积极为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牵线搭桥。把海外

联谊工作同和平统一和发展甘井子区经济紧密结合起来。

组织和推动委员学习是人民政协坚持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

优良传统。采取各种形式组织委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

习党的各时期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政协统战理论知识，学习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联系

实际，取得共识，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自觉性和理论政策水平。

落实政协委员和有关人士政策是区政协成立初期的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积极配合区委统战部和有关部门排除了“左”的干扰，克

服思想阻力，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使一些“老大难”和久拖不决的

问题得到解决，到1986年底已全部落实。政治上的冤、假、错案已

全部平反；结论中留有尾巴的问题全部解决；“文革”中被占房屋、

被查抄财物问题都做了较妥善的处理。区政协还对落实知识分子、

民族、侨务、宗教等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查，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抵制

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特别是在“两乱”期间，在各大专院

校工作的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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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区政协“广征博

采、就地求贤、精心编辑”撰写出版了两辑内容真实、群众喜闻乐见

的文史资料。为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对甘井子区的历

史研究提供了资料。

区政协自1984年组建以来，为切实保证政协工作开展，适应

新形势需要，加强了办事机构和各项制度建设。健全了机关党的组

织，严格组织生活，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机关干

部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不断提高，为基层、为委员服务的思想不断

增强。

10年来，甘井子区政协在中共甘井子区委的领导和市政协的

指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履行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为甘井子区经济发展和建设

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

具有更大的生命力。今后，区政协工作面更广，任务更艰巨，我们要

继续高举两面旗帜，紧紧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充分调动委员

参政议政积极性，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海内外各界爱国人士，同

心同德，齐心协力，不断把甘井子区人民政协工作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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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组织沿革

大连市甘井子区政协的组织沿革可分为两个时期：1951年7

月至1953年7月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时期f1984年4

月以后为人民政协时期。

$-i篓奎裹蕃蓍茎量霎耋全是霎
(1951．7～1953．7)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至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

案)公布前，人民管理国家事务是通过人民代表会议来实现的。根

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指示》及《关

于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和旅大市

人民政府《关于召开直属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甘井子区

于1951年7月和1952年8月分别召开第一届和第二届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并分别选举出甘井子区第一届和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协商委员会。

第一节 蓑萎薹要蓑；量耋萎盒萎会
(1951．5)

为开好甘井子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甘井子区人民政府负责

筹备，特邀请各阶层组成区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筹委会。

筹委会成员有21名。下设秘书组、组织组、宣传组分别进行工

作。秘书组负责整理提案、会场布置、伙食、住宿等工作；组织组负

责审查代表资格及掌握选举；宣传组负责一切会议前的宣传工作。

筹委会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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