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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意义深远。在政协宜丰县委员会成立四十六周年之际，《宜丰

县政协志》行将付梓。这是宜丰政协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也是

对宜丰政协工作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历史总结和概括，可喜可贺!

政协宜丰县委员会自1959年12月正式成立以来，历经四十六个风雨春

秋。近半个世纪间，县政协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卓有成效地履行了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对宜丰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作出

了积极贡献。修志既是工作的需要，更是时代的使然。鉴于此，县政协自上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将编史修志列入议事日程并予以了实施，为《宜

丰县政协志》的编纂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今日志书终成鸿篇，这是

全县政协工作者玉成的硕果。

《宜丰县政协志》的编纂，坚持了“两高"，即高标准、高要求；注重了

“三性"：一是政治性。志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共十六大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事求

是地载述历史脉络，并通过具体内容的载述，充分展现人民政协是最广泛的

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重要

机构在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作用。二是专业性。《宜丰县政协

志》严格按照志书体例编纂，在谋篇布局上力求“横不缺项"，在具体载述上

力求“竖不断线"，使志书有历史整体感。同时，在依照专业体例的前提下，

注重创新，譬如近几年政协开展的“民主评议监督"和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开

辟政协网页，就是政协工作新形势下的创新，志书为之特设章节载述以彰显

特色。又如，志书坚持“以类系事、以事系人"原则，对当代委员风采以名

录形式作了入志，展现委员为县域经济发展献计出力的风貌。专业性的另一

个质量标准体现为从对志书的文字规范到现代装帧上的新要求，力争同类志

书一流质量。三是资料性。《宜丰县政协志》既重视志书的专业著述性，又尽

量做到全面、准确，对历史脉络史实，不唯大而过于赘述，也不唯小而略之

或不记，凡是有特色且有存史资治价值的资料，都择而载之，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的政协工作新成果，志书给予更多篇幅反映，以体现其时代特征。



宜丰县政协志

。志书的功效是“存史、资治、育人一。《宜丰县政协志》的成篇，既是为

历史保存了一部珍贵的志书，更为我们总结经验并更好的指导今后的工作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希望全县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能通过志书的展阅，激

励并发扬政协优良传统和作风，提高履行职能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在中共宜

丰县委的领导和上级政协的指导下，为建设繁荣富强、和谐平安小康新宜丰，

再创政协工作新的辉煌。

《宜丰县政协志》问世，是县政协一项跨世纪工程的善成。在此我谨代表

政协宜丰县第十届委员会，向所有关心、支持编志工作的各级领导、县政协

历届班子、全体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以及为修志作出了辛勤劳动的各位编

志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是为序。

私焘仆
2006年2月16日

(注：作者程远明，系政协宜丰县第十届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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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科学理论为指针，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准绳，

．以严谨的方志体例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较为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了宜丰政协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以记、述、志、传、录、图表等体裁，按章、节、目三个层次

设章节，人物、大事记、附录等不设章节。

三、本志取材，上限始于1959年8月，下限止于2005年12月底。志书

内容依照详今略古修志原则，重点记述县政协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的重大变化，立足当代，突出主体。

四、本志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卒年先后为序。领导任职及委员事迹，

以。简介一和“风采录”形式人志，任职以实职为准。凡定稿前资料未到者、，

内容暂且从简。本志所涉及人物任职，仅作地方志存史资料，不作待遇享受

之实质性依据使用。

五、本志所述地名、人名、职务、行政区域，一般按当时习惯叙述。

六、本志行文以简化字为准。原文中如有可用简化字而不损害原意者，

均用简化汉字。

七、历史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今”、“现”均指2005年底之时间

状态。某某年代如未冠世纪，均指二十世纪之某某年代。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县政协档案室、新编《宜丰县志》；中共宜丰县组

织史、《宜丰年鉴》、县档案馆资料；当代县人所编县情读物；采访笔录。为

节约篇幅，编纂时一般不注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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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丰县政协志

概 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宜丰县委员会(以下简称县政协)，正式成立于

1959年12月。“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前，经历了一至三届委员

会。“文革"结束后，又经历了四至十届委员会。自1959年县政协成立至

2005年12月。前后为四十六个春秋。四十六年间，县政协高举社会主义和

爱国主义两面旗帜，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巩固

和发展广泛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为推进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

全委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会议。政协宜丰县委员会从1959年12月

成立起，至志书下限2005年底止，先后召开了34次全体委员会议，其中一

届3次、二届3次、三届1次(三届一次会议之后因。文革"冲击，政协组

织瘫痪，到1980年12月始恢复)、四届4次、五届4次j六届3次、七届3

次、八届5次、九届5次、十届3次；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144次，其中一

届8次、二届12次、三届因“文革"而缺记、四届8次、五届21次、六届

19次、七届18次、八届22次、九届21次、十届15次；召开主席会议442

次，其中四届44次、五届86次、六届54次、七届66次、八届101次、九

届57次、十届34次。 ⋯

协商工作。政治协商是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途径。自县政协成立始，就

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协商对话。四届委员会时，县委召开了4‘次专题协商会；

五届时，召开了11次专题协商会；六届时，进行了18次例会协商和8次专

题协商，组织委员与县委、县政府领导开展协商对话5次，同时各委、组开

展协商对话158次；七届时，进行例会协商18次、专题协商13次、报告协

商7次，各委组进行例会协商259次、专题协商125次、对El协商114次，

共提意见、建议1437条，采纳1133条；八届时，进行例会协商24次、专题

协商42次；九届时，开展协商座谈12次，向县委、政府报送协商(调查)

报告13篇，各委组开展协商对话87次，递交调查报告108篇；十届委员会

时，积极探索协商工作的新途径，并在质量与效果上得到同步提升。如2003

年的发展食品产业建议案、关于工业园区的视察调研报告、关于加强网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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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建议案、关于县供销企业改制工作的协商意见、关于县土地收储的协商

意见；2004年关于落实“三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对口协商建议、关

于旅游兴县的调研报告、关于沼气工程的调研建议、关于创“三城"的调研

报告；2005年关于破解工业园区企业招工难的建议案、关于加强全县防保体

系建设的建议案、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对口协商、．关于“三农力资

金问题的协商报告以及三年问有关加强猪肉、石油液化气和药品市场监管的

协商意见和建议案，或被县委转发，或被县政府采纳，或被部门实施，在全

县形成较大影响。十届委员会的协商工作特色是精心选题、深入调研、认真

撰写高质量的建议案或协商意见，使政协协商工作显出了力度和深度，受到

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

，提案工作。提案是政协实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形式。

县政协一至三届期间，提案工作还处于完善阶段，提案最多的是二届时，共

34条。四届委员会期间，提案工作日趋成熟，本届共提提案198件；五届提

案244件，六届提案246件，也都得到办复；七届提案442件、八届提案503

件，办复率均在96％以上；九届提案763件，办复率93．4％；十届一次会议

至三次会议期间，委员提案共388件，办复率均为100％。

视察调研。县政协自成立之年起，每年都要开展不同形式的调研活动。

四届委员会时，共组织大型调研活动8次108人次，五届时组织的十多次调

研活动也都具有较大影响；六届时开展调研25次，分143个团(组)进行专

题调查，向县委、县政府呈送专题视察调查报告共57个；七届时，县政协常

委会9次36个视察团(组)开展大型调研活动，写出调查报告17篇，同时

各委组开展调研活动173人次，形成报告135篇；八届时，由县政协组织大

型调研活动12次，形成重点报告12篇；九届时，常委会组织视察调查19

次，向县委、县政府报送调查(协商)报告13篇；十届委员会期间，进一步

加大了视察调研力度，并更精确地选好了调研角度，如2003年开展的做强做

大食品产业、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加强教学管理、关于电力保障的几次视察

调研，都形成了有份量的调查报告，报送县委、县政府后得到高度重视。

2004年，县政协常委集中视察调研3次，各专委会形成调研报告32篇，其中

以建议案形式报告县委、县政府两件，都产生了较大影响。2005年，县政协

对视察调查进行了精心选题，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有重点的组织

开展视察调研并建言立论，先后形成了保护古建筑、发展杨树、建立新型合

作医疗制度、金融支农、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企业职工意外伤害保险、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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