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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言

。’林天’锡。

’盛世修志。《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协志》付梓面世之

时，适逢西部大开发、自治州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辉煌

时期j‘
一 ：：

‘．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协志》是第一二部专门反映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政协工作的志书，客观系统地记载了伊犁

州政协成立以来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是献给伊犁州政协

成立45周年的一份厚礼。 。．

’

’。

伊犁州的各级政协组织，是在新疆和平解放后相继

建立起来的。如同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政治构架

中的特色地位一样，伊犁州的各级政协组织的成立及其
各项工作的开展，也为伊犁州的历史写上了崭新的一页：

40多年来，伊犁州政协始终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

义两面旗帜，团结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各族各界等方面

人士，逐步结成了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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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的最广泛的爱国

统一战线，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建
设社会主义，发挥了其他任何政治组织也不可替代的特
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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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来，伊犁州各级政协始终遵循民主与团结的

宗旨，组织政协委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

议政的基本职能，在各个时期，就伊犁州在大政方针和人

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畅所欲言，献计献策，提出

了许多切实可行和具有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为促进自

治州的民主政治和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40多年来，伊犁州各级政协从实际出发，始终自觉地

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作为_．项重要任务，发挥

政协联系面广、地位超脱的优势，深入细致地做了大量说

服教育、化解矛盾、沟通上下的工作，为自治州的民族团

结、政治稳定，建立了卓著的成绩o ．．

．．

40多年来，自治州政协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

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政协工作才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委员的界别和人数

进_步扩大，政协的机构趋于健全，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不

断得到拓展，并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一伊犁州政协的历史蕴藏着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愿

我们以史为鉴：上下求索，为伊犁州政协写出更为精彩的

续编。’’。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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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州政协志

凡 ，．例
． ．一1“． j’．

‘+

．‘i

一、《伊犁州政协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_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力求思想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为自治州的改革开放

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维护祖国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服务。

为进一步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好政协工作服务。-

二、本志遵循详近略远、详异略同．的原则。，记述伊犁

州政协成立后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上限于1955年12月伊犁州政协第一届委员

会成立，下限至1998年12月伊犁州政协第九届委员会第

三次常委会议。

四、本志事以类、横排门类、纵向记述，采取章、节、目

结构。卷首有凡例、概述、大事记、卷末有附录、后记，全书

设四章十四节，节下按需设目，共计约42万字。力求从不

同的侧面，实事求是地反映政协工作的全貌，体现了人民

．： 政协的独特作用和工作特点。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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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录等体栽，用语体文化记述

编写。 ．
．

六、本志所用的数字按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等7个单位联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试

行规定》书号。附录原样。 ，

七、本志资料，主要选自自治州档案馆档案和伊犁州

政协档案、各工作委员会上报的资料，辅以报刊有关记

载。
。‘ 。 ● ·

八、本志各章节中的“党”皆指中国共产党，如“党的

统战政策”、“党的民族政策”等。为便于表述、压缩字数，

本志将政协规定性名称一律简化，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简称为“伊犁州政协"。



凡 例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录等体栽，用语体文化记述

编写。 ．
．

六、本志所用的数字按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等7个单位联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试

行规定》书号。附录原样。 ，

七、本志资料，主要选自自治州档案馆档案和伊犁州

政协档案、各工作委员会上报的资料，辅以报刊有关记

载。
。‘ 。 ● ·

八、本志各章节中的“党”皆指中国共产党，如“党的

统战政策”、“党的民族政策”等。为便于表述、压缩字数，

本志将政协规定性名称一律简化，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简称为“伊犁州政协"。



伊犁州政协志

概 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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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拥护社

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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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的重要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

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组织，受自治州党委的领

导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的指导，与各县(市)政协委

员会是指导关系。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区政协工作委

员会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协的派出机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

(简称伊犁州政协)始建于1955年12月。伊犁州政协从

1-955年12月到1998年12月，历时九届，共有1604名事

．业上有成就、政治上有影响、在人民群众中有代表性的各

族各界人士担任过委员职务。伊犁州政协始终坚持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

准则开展工作，在热爱祖国、热爱边疆、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拥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政治基础上，巩固和

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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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积极推动自治州的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认真贯彻

执行中国共产党同各民族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长期

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积极履行

人民政协的职责，对自治区的各项方针政策、自治州的重

要事务和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以及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等

问题，以全体委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主席会议和各种

专题座谈会等重要形式进行政治协商，以视察、提案、调

查、考察、咨询等主要方法积极参政议政，向自治州党委、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送了20多万字的调查(考察)

报告等材料，提出了大量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和批评。

许多意见和建议被采纳，为自治州的安定团结和各项建

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一)
。

‘’、

1955年12月，伊犁州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召开，选举
．产生了首届政协机构。到‘i966年1月间，自治州政协历经

5居，阿不都热依木，哈山诺夫、张世功先后任主席。委员

，界别从11个发展到18个，委员人数从69人增至135人，

团结面逐渐扩大。至‘1966年1月，全州政协组织发展到

25个，共计2040名委员。‘
’

在此斯间；伊犁州政协和全州各县(市)政协，同各族

：各界人士与人民群众一道，紧紧围绕党委和政府的中心

任务，在保证三大改造顺利完成的同时，积极投入了全面

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伊犁州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做
·8。



伊犁州政协志

出了贡献。同时，大力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积极维护全州

的安定团结与政治稳定。1962年5月，伊犁、塔城数万边

民外逃和伊宁反革命暴乱事件发生后，伊犁州各级政协

在党委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从大局出发，组织委员会与

民族上层人士：宗教界人士主动出面做群众工作，使事态

很快得以平息。

在此期间，伊犁州政协和全州各县(市)政协组织积

极组织与推动各界人士学习时事政治，学习党的方针政

策，进行思想方面的自我教育与改造，并组织委员深入工

厂、机关、农村、学校视察工作，向党委和政府提出合理化

建议。 一

这一阶段的统一战线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

遭到严重挫折。1957年"--'1960年，在开展反“右派”斗争

和以反“地方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中，斗争被严

重地扩大化，使各级政协的部分委员和机关干部被错划

为“右派分子”或，地方民族主义分子”。1962年9月，中共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决定后，伊犁州

亦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次运动中，错误地

把一些政协委员和民族宗教等爱国民主义人士当作敌对

阶级势力予以批判斗争。

(二)

“文化大革命"时期，伊犁州各级政协受到严重冲击。

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被诬蔑为“投降主

义"、“修正主义”，遭到全盘否定；提出所谓“政治岂能协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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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商’’的谬论，破坏了党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自我教育

的优良传统；把政协委员诬蔑为“牛鬼蛇神”，把政协机构

说成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大批政协委员与民族宗教、

民主爱国人士被列为专政对象，或被非法抄家搜查，或遭

无端打击迫害，机关干部被下放、或到“五·七"干校劳动

改造，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有的甚至含冤致死，政协工

作被迫停止。1981年1月，自治区党委任命孙奢为自治州

政协主席i并批准恢复伊犁州政协机关，开始陆续调人筹

建。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展仍较迟缓。
‘

(三)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标志着“文化

大革命”的结束和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之后，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拔乱反正和工作重点的

转移，各级政协组织相继恢复并得到加强，自治州政协工

作进入了以经济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完成祖国统一

大业为中心，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时期。到1998年-12

月底为止，伊犁州政协历经九届，孙奢、哈生别克j色依

提江、热孜宛·努尔哈里、康克俭、林天锡先后任主席。这

段时间，自治州政协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作日趋活跃。

政协组织有了新的发展。1981年1月到1998年12

月，伊犁州政协委员界别从18个发展到21个，委员人数

从135人增至255人。随着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壮大，

为便于指导，加强联络，1987年建立了伊犁、塔城、阿勒泰

三个地区的政协工作联络处(县级)。1991年政协地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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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联络处升格为政协地区工作委员会(地级)。到1994’年

底，全州三个地区、两个自治县，二十二个县市均建立了

政协组织。至此，全州各级政协组织25个，州政协设立三

个派出机构，共有政协委员3210名。 ’·：r·

’

政协机关进一步加强。1981年后，自治州政协恢复了·

办公室。1985年4月，设立了实体的四个专门委员会，即’

提案委员会、学习委员会：社会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委

员会，陆续充实了工作人员，选配了领导力量。到19．98年

底，自治州政协的办事机构为办公厅下辖行政：秘书：政

治联络、老干处四处；仍保持四个专门委员会(原提案、学

习委员会合并为提案学习委员会，社会工作委员会和文

史资料委员会，新设经济科技工作委员会)：。 一

参政议政的领域更加广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自治州政协把工作

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轨

道上来，坚持“二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充分‘
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作用，积极参政议政，为

’伊犁州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献计献策。15年中，尤其是

在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文件下发后，自治州

政协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各种重要的例会

以及各专门委员会开展的经常性活动，就自治州经济、科，

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法制、民族宗教等重要事务

和社会生活中的难点、热点问题进行认真的协商讨论，对

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广开言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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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才路，提出了许多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征编了大量文史资料。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始

于80年代中期，征集与编辑出版工作全面展开于80年代

后期。至1998年底，自治州政协共征集文史资料稿件860

多篇近400多万字，编辑出版了《伊犁文史资料》哈文版

14辑、汉文版14辑、维文版9辑，为纪念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成立40周年、颂扬军垦功绩出版了《从冀南到伊犁》文

史专辑。这些文史资料，为研究伊犁州历史，进行革命传

统教育，维护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受到迫害的政协委员落实了政策。“文化大革命”

期间，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党的

统一战线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少政协委员和党外朋友

受到打击迫害，严重挫伤了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自治州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会的重要任务

之一，就是遵照党中央、自治区政协和自治州党委关于落’

实统战政策的指示，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大力拨乱反

正，认真纠正“左"的错误，积极进行落实政策工作。至

1988年底，为受害的政协委员全部落实了政策，使这部分

同志政治上恢复了荣誉，工作上作了适当安排，经济上按

政策规定作了补偿。自治州政协还同自治州党委统战部

等部门密切配合，认真抓了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原工

商业者、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工作。

通过落实政策，更加密切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联

系，发展和壮大了爱国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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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州政协志

大． 事 记

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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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9日至2s日 自治州政协第一届委员会议在伊宁市

召开。会议提出本届州政协的工作任务是：大力宣传和贯彻国家第

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精神；号召

各族各界人士发展自治州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组织委员们参加

学习，提高认识，划清敌我界线；正确理解国家在过渡时期的各项

政策，带头参加生产建设和对农牧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维护祖国统一，保卫和建设边疆；协助自治州境内

尚未建立政协组织的县(市)，成立政协组织。
’ 一’

1956年

?1月．6日 州政协召集驻伊宁市的政协委员学习1955年10

月吕剑人在新疆省政协第_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进一步

巩固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协助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

改造事业而努力》的报告。这次学习，有52人参加。

5月2日～8日 州政协组织委员和各界人士77人分别到伊

宁县的愉群翁和上潘津、绥定等地参观并指导农业社工作。

19日_24日州政协组织各界人士59人分头奔赴尼勒克

县、新源县和特克斯县的牧业生产合作社和种畜场进行参观和指

导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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