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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

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可靠的政治力量。

它在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

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

发挥重要作用。

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振兴中华，是时代的要求，是全国各

族人民的根本愿望。《涪陵县政协志》正是在这样的新形势下编写的。它记叙了

涪陵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涪陵县政协的前身)逐步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期间的工作和涪陵县政协的建立到1981年的发展；记载了在中共涪陵县委的领导

下，在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团结全县各界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为完成党和政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中唾发挥的重要作用；反映了我县统

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人民政协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和作用的实践资制，为后代留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资料。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则，本着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的原则编写而成。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兼之

文化大革命前的资料不够齐全，，因此，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故只作内部资料交

流，希阅者提出批评指正，以便本志续修时补充纠正。
‘

本志资料来源，主要是查阅历史档案，少部份是调查了解有关人员取得。由

于缺乏资料，有的常委会议没能记述。县政协召开的各种会议和思想改造的记

叙，源于当时的档案资料。

本志的编写由本会住会委员陈如愚执笔，经过编写《涪陵县政协志》领导小

组的文仲池(本会主席)、本会副主席刘忠礼、陈永高、王树颖、本会秘书长

刘宏柏和本会副秘书长文咏雩审查定稿。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县志编辑办公室”

的热情指导，有关部门和本会有的委员也予以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表示诚挚

的感谢1 ．

一一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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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

第一节涪陵县政协的性质、作用、

主要职能和任务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N)ll省涪陵县委员会(简称涪陵县政协)是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组织，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涪陵县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

组织。1950年4月，涪陵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涪陵县政协的前身)召开

以后，逐步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1954年涪陵县

第一次普选工作结束，同年7月召开了涪陵县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涪陵

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简称各代会)胜利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根据《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经过充分酝酿协商，于1955年4月召开了涪陵县政

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成立了涪陵县政协。此后，涪陵县政协在团结全县人民为

完成党和政府在各个时期的总任务，做了许多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涪陵县政协是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一切

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的准则、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进行

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它的主要职能是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地方重要

事务以及群众生活、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

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

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优良传统。

涪陵县政协是由中共涪陵县委、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和特邀人士组成的。

既有广泛的代表性，又有高度的政治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靠的政治力

量。它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的任务是：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和拥护社会主义争业的政治基础上，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

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

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为在今后五年

内，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为实现八十年代的三

大任务和我国各族人民的总任务丽奋斗。

·卫 ·



第二节涪陵县政协的历史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在不同时期都有适应形势

需要的活动方式和组织形式。1949年11B 28日，涪陵县解放以后，1950年4月

9日，涪陵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了

涪陵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逐步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54年2

月，涪陵县第一次普选工作结束，同年7月3日，召开了涪陵县第一届第一次人

民代表大会，成为我县的权力机关。1955年4月，召开了涪陵县政协第一届第一

次会议。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涪陵县政协作为统一战线

的组织，继续发挥它的历史作月j。从1955年4月到1981年底，涪陵县政协共召开

了六届委员会。

从第一届涪陵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起到1981年底，已经有31年的历史，经历

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涪陵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简称各代会)时期(1950年～一1954

年)。

从1950年4月起至1954年2月第一次普选工作结束时止，四年中，涪陵县各

代会召开了八届、九次会议，逐步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涪陵县各代会选举产

生的常务委员会，是“各代会抄的常设机关。它在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协

助政府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团结，动员全县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

投入革命运动，进行社会变革，．反对国内外敌人，联系人民群众，并向政府反映

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发展我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等方面，都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涪陵县各代会常务委员会会址：1950年在涪陵县城现在的新华书店二楼，j

1951年至1953年3月，在涪陵城中山街76号；1953年4月至1954年2月，在今县

人民政府民政局办公室。机关工作人员五人，经费由县人民政府会计统一管理。

第二阶段，涪陵县政协成立后的十一年(1955年一一1966年)。

1954年2月，套县第一次普选结束，涪陵县各代会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宣

告结束，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于1955年4月，召开了涪

陵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从一届政协到“文

化大革命”前的十一年中，相继召开了五届委员会，委员人数陆续有所增加；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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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面不断扩大，体现了涪陵县人良赘生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它在孵结全县人

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国民经济，消灭民族资产阶级

和改造这个阶级的人们，反对国内外敌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组织租推动各界

人士学习时事政治，进行自我思想教育和自我改造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
口。，2

涪陵县政协的会址在涪陵城中山东路60号。机关职工五人。经费向县财政局

实报实销。

第三阶段，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一一1976年)。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疯狂破坏党的统一战

线和人民政协，叫嚷“政治岂能协商”，诬蔑人民政协是“黑窝子”，政协委

员是“牛鬼蛇神”。他们肆意践踏党的各项统战政策，对大批政协委员和各界爱

国人士进行打击和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林彪、 “四人帮”的破坏

下，涪陵县政协的工作陷于瘫痪状态。

第嫂阶段，新时期的涪陵县政协(1976年一一1981年)。

粉碎“四人帮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社会阶

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全党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我国进

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也进入

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执行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中，在整个建设现代化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历史时期中，统一战线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我们党

的一大法宝。

’随着党的统战政策的落实，：涪陵县政协的工作逐渐恢复和发展。1980年12胃

召开了第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委员132人，比五!届多35人，增加3§％。委员

人数之多，团结面之广，超过了历届政协。这反映了我县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

展，体现了我县各界人民的大团结。由于知识界委员人数增加较多，涪陵县政协

注意发挥各方面委员的积极作用，使政协工作逐渐活跃起来了。对于促进我县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动各界人士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争取台湾回归祖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涪陵县政协会址在涪陵县城关镇什字街七号。房屋是椽木结构四合院楼房，

占地面积约七百平方米。机关职工八人，每年经费(包括工资、业务费)两万元

左右，由县财政局拨款支付。有中共党员干部三人，1981年秋建立了中共涪陵县

政协机关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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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各代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 第一节各代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的性质和作用

根据《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县各代会由县人民政府召

开。凡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赞成共同纲领，年满18岁的人

民，除患神经病及剥夺公民权利者外，不分民族、阶级、性别、信仰，均可当选

为代表。选举办法：有组织的团体或单位，由团体或单位推选，县人民政府聘

请I不在团体或单位的，由县人民政府遴聘。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

县各代会，是县政府传达党的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它听取和讨论县

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提出批评与建议，向人民政府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讨

论并建议有关县的革新事宜，向人民传达县各代会的决议，并协助县人民政府动

员人民促进各项革命运动和推动中心工作的发展。它选举产生的常务委员会，是

县各代会的常设机关，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的政治协商机关，又

是经过各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去团结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它是涪陵县政

协的前身。在中共涪陵县委的领导下，在川东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

指导下，在协助县人民政府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联系各界人民代表，

征求并反映人民的意见，广泛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协助与推动各人民

团体、各民主人士参加各种人民革命运动和中心工作，组织各界人士进行时事政

治学习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节；。各代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 一 届

涪陵县第一届各代会于1950年4月9日下午在县城国光剧院(现在的五一剧

场)隆重开幕。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树尧致开幕词。他说： “涪陵县第一届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今天开幕了。这个会议，是团结全县大多数人的会议，是各界人民

的代表，以民主的方式来共同协商建设新涪陵的大计。这是一个空前未有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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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已的会议。我以无比的热忱来预祝会议的胜利和成功。"继由吴茂昭(即胡晓

风)同志代表各代会筹备委员会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她说： “涪陵县

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涪陵县人民政府为了加强与人民的联系，，广泛听取

人民的意见，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涪陵而召开的。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制定的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精神，县人民政府于4月2日，召集

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的代表共23人，协商讨论了召开涪陵县第一属各代会的筹

备工作，原定代表名额为320名。后经各界人士提出建议，增加为384名。其中：

部队代表15名，机关代表19名；中共代表4名；青年团代表9名；工人代表39

名，农民代表109名；学生代表15名；文教界代表19名；工商界代表37名；自由

职业代表4名；宗教界代表4名；士绅代表68名；妇女代表42名。今天实际到会

代表347名。，，接着，他提出了由23人组成会议主席团的建议名单。经大会通过

后，由主席团主持会议，通过会议议程。接着，中共涪陵县委书记刘岳讲话。他

说： “涪陵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过几天的筹备，今天隆重开幕了。我

谨代表中国共产党涪陵县全体党员，祝贺会议胜利成功，’并向到会代表致敬l刀

他又说： “涪陵县是去年11月28日解放的，县人民政府是12月12日建立的。在这

西氽月当中，县委和政府曾分别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承蒙到会各位先生提供很

多宝贵意见，特别是在工作巾得到了工人，农民和广大人民的积极协助，取得了

成绩，值得感谢。"他还说： “参加大会的代表三百多人，包括十三个方面，表

明了这次会议的广泛性和民主性，表明了各革命阶级、开明人士的大团结。这次

大会将听取政府的工作报告，还将听取中共涪陵地委龙光瀛同志关于今后施政方

针韵报告，希各位代表开诚布公进行协商讨论，务使政府与人民在人民政协通过

的共同纲领这个人民大宪章的基础上取得一致的协议，以便开展今后伟大而艰巨

龅建设工作。，，相继致词的有驻军代表和各界代表，一致拥护会议的召开，祝

大会取得园满的胜利。大会还选举产生了提案审查委员会，通过临时动议，上

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电。

会议听取了县人民政府县长郑德民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听取了中共涪陵地

委政委刘昌、副政委龙光瀛关于“目前形势中几个问题和我们的任务”、 “今后

施政方针”的报告。到会代表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拥护上述报告，并表示要努

力完成剿匪、征粮、生产三大任务。会议还听取并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186

件代表提案的审查报告，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各代会主席、蟊5主席和常务委员。
i 各界代表向大会献了锦旗。大会向军分区邢荣杰司令员献了旗。最后刘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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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致闭幕词。。他说： “这次会议经过七天时间，‘，雩矢闭幕了。这次会议是戚，衢9

的。根据龙剖政委和郑县长的报告，许多问题经过大家热烈的讨论、争论，求得

了具体的解决。列完成目前剿匪，征粮，生产的三大任务，制订的有效的实施方

案，各位代表靖在完成任务，推动工作的立场上，本着与人为善的精神，提出了

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了人民与政府的联系，融洽了人民与共产党的感情，这说

明了我们四个朋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相互友爱地团结起

来了。因此，我们说这次会议是成功的，是胜利的。我们希望各位代表，要把大

会的精神和决议带回乡镇群众中去，在全县人民中紧张地进行起来，在限期内达

到目标，最后祝诸位代表身体健康l”接着，执行主席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涪陵县第一届各代会是在涪陵县解放后四个多月召开的，当时反动武装暴乱

猖獗，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还没有来得及宣传到群众中去，公粮征收不起来。经

过七天的会议，宣传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讲解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和当

前的形势、任务。大大提高了各界人士的思想认识，明确了方向，振奋了精神，

为动员全县人民搞好剿匪，征粮、生产工作，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我县政权建设

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会议有以下收获：

、1、通过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使代表们认识到人民政府是代表人民利

益的，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消除了“共产共妻”的疑虑，基本上安定了人心。特

别是使各阶层人民认识到，过去是牛马，今天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站起来了。代

表们精神振奋，很受鼓舞，拥护和信赖党和人民政府，体会到当家作主的光荣感

和责任感。这就为推动全县各项任务的完成打下了思想基础。

2、对目前的形势，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坚定了胜利的信心。会前，各界

人士因土匪暴动的面广人多，思想很不安定，经过听报告和小组讨论，一致认

为：这只是反动势力的垂死挣扎。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有正确的宽严结合

的政策，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彻底

肃清暴动匪徒。

3、明确了方向，培训了骨干。参加各代会的代表，都是各方面的骨干，但在

会前，绝大多数代表对召开各代会都不摸底，是来摸共产党的“脾气”的。听了政府

工作报告、形势和政策报告以后，心中有底了，表示要团结一致，积极协助政府按时

完成三大任务，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涪陵，并踊跃认购折实公债12045份。会

议为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完成各项中心任务，培养和训练了骨干力量。

4、首届各代会的召开和常务委员会的产生，就使党和政府能够通过各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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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常务委员会的组织，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进一步密切联系广大人

民群众，动员各界人民讨论政府的大事并提出意觅莉睡议，发扬人民民主，实行

互相监督。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这样，建设新涪陵就有了坚实的基础。首届各代会的胜利召开，对开展我县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本届常务委员会先后召开常委会议四次。
’．

第 二 届

涪陵县第二届各代会于1950年9月21日在涪陵城召开。应到会代表418名。

其中；机关代表20人；中共代表2人；青年团代表15人；工人代表30人，农民代

表120人，特邀代表100人；工商界代表53人；文教界代表10人，自由职业代表8

人，学生代表10人，区干部5人，部队代表5人，妇女代表40人。实到会代表

401人。会议开了四天，首先由筹备委员会报告会议的筹备经过，通过会议议

程，主席团名单、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后，大会主席团主持会议。县长吕才臣致

开幕词，他说： “这次会议要在总结过去五个月来工作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今后

工作任务。”中共涪陵县委刘岳同志及各界代表讲话后，由李树尧副县长作政府

工作报告。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五个月来的政府工作，提出了今后工作

任务。主要任务是；继续实行减租退押、清匪肃特反霸，加速完成1950年度公粮

征收和追收1949年度公粮尾欠工作，布置秋耕l在城镇要搞好劳资关系和公私关

系。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李副县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并表示要积极协助

政府完成以上任务。会议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138件提案的审查报告。选

举了第二届各代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

本届常务委员会先后召开常委会议四次，常委扩大会议一次．

第 三 届

涪陵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1年3月3日召开。到会代表388人。

其中l中共代表13人；机关代表19人；工人代表48人；青年团代表10人；学生代

表13人；部队代表5人；文教界代表14人；医务界代表5人；工商界代表33人；

妇女代表23人，农民代表121人；特邀代表94人。会期三天。李树尧副县长致开

幕词。会议主要是听取和讨论中共涪陵地委宣传部关于目前时事的报告和吕才臣

县长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地委宣传部在报告中，概述了国际形势和一些人对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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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朝的思想认识后说： “从去年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以来，由城市逐渐

深入到农村，现在一般的农民都知道这一运动的意义和重要性，而且用具体行动

响应这_运动。但在各个阶层中，还有个别人迷信美帝和崇美恐美，这种‘病

菌：，．对我们国家民族纯洁健康的肤体起着很有害的侵蚀作用。我们要进一步广

泛深入的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纠正那些错误观点，肃清其流毒，积极投入

这一正义的神圣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去。”接着吕县长作了“关于半年

来的工作及今后的任务”的报告。他在讲到今后的工作时说： “总的方针和任务

是：深入发动群众搞好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土改试点工作；继续深入开展抗美

援朝运动，为发展农业生产打下基础。”经过认真的讨论，与会代表一致同意

王达和吕县长的报告，并表示要协助政府努力完成以上任务。会议通过了提案审

查委员会关于152件提案的审查报告。选举了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

员。最后，肖海鲲副主席致闭幕词。他说： “会议胜利闭幕，是工作的开始。希

各位代表要有坚强的信心，广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来推动工作”。

本届常务委员会相继召开常委会议四次，常委扩大会议一次。

第 四 届

涪陵县第四届各代会于1951年6月20日召开。到会代表316人。其中：工人

代表44人；农民代表100人；工商界代表36人；文教界代表15人；机关代表14

人；青年团代表10人；学生代表10人；妇女代表27人；自由职业代表5人；部队

代表3人；中共代表2人；特邀代表50人。会期三天。会议中心内容是听取和讨

论吕才臣县长“关于三个半月来的工作及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中共涪陵县委

刘岳同志“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

吕县长在报告中说： “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已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部

分地区实行了土改，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进展，庄稼长势良好。今后任务是继续

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大力发展生产，加强

城乡物资交流，完成征粮任务，重点试办供销合作社。”继由刘岳作土地改革工

作报告。经过讨论，与会代表一致拥护吕县长和刘政委的报告，表示回去要坚决

贯彻执行，保证完成各项任务。会议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90件提案的审查

报告。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

本届常务委员会相继召开常委会议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一次。



·．第 五届

涪陵县第五届各代会于1952年1月11日召开。应到会代表407人。其中：中

共代表5人；部队代表4人；机关代表19人；青年团代表14人；妇女代表40人，

工商界代表41人；学生代表14人；文教界代表22人；医卫界代表5人；特邀代表

26人；荣军代表7人；工人代表50人；农民代表143人；烈军属代表17人。实到

会代表381人，会期三天。会议中心内容是协商讨论开展爱国增产节约和三反运

动，支援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残余，开展工矿企业民主改革，知识分子自我思

想改造，贯彻婚姻法。

吕才臣县长作“关于1951年的政府工作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他说；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一年来作为一切工作的总纽带来进行，在全县普遍

开展，并继续向前发展。它推动了一切工作，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爱国的政治的思

想的觉悟程度。土地改革已在全县基本完成。对土匪、恶霸、特务、反革命分

子，按其罪恶的大小，情节的轻重，分别进行了逮捕、处罚和关押管制，全县社

会秩序大为安定。全县粮食生产比50年增产一成。今后工作任务是要大力开展爱

国增产节约与三反运动，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彻痣肃清反革命残余，认真开展工

矿企业民主改革，知识分子的自我思想改造，贯彻执行婚姻法。”经过大家认真

的讨论，一致同意吕县长的工作报告，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这次会议中，共有

提案124件。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逐案进行审查，并向大会作了提案审查报告，

大会_致通过。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 t

‘1本届常务委员会相继召开常委会议三次。

。 第 六 届 、

涪凌县第六届各代会于1952年10月28日召开。应到会代表734人，其中：中

共代表4人；，部队代表4人；机关代表22人；烈军属代表33人；荣军代表17人；

工人代表77人；农民代表309人；妇女代表97人；青年团代表8人；学生代表8

人，文教界代表38人；工商界代表51人；自由职业代表3人；民主人士3人；医

卫界代表7人。实到会代表671人。会期三天。中心内容是讨论发展农业互助合

作运动，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完成农、工、商税收，开展物资交流，为经济

建设打好基础。

林屏山县长总结了九个月的政府工作，提出了今冬明春政府工作的中心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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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经过大家认真讨论，一致同意林县长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要积极协助政府

完成今后工作任务。会议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二654件提案的审查报告。选

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

本届常务委员会先后召开常委会议四次，常委扩大会议一次。

第 七 届

涪陵县第七届各代会于1953年8月7日召开。到会代表516人。其中：中共

代表1人；机关代表34人I部队代表1人；工人代表50人；农民代表259人；妇

女代表83人l青年团代表5人I学生代表5人，文教界代表25人；烈军属代表16

人；医卫界代表3人；工商界代表31人，民主人士3人。．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发动

群众，全面大力贯彻婚姻法，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完成大增产任务，迎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会期三天。邹迪人副县长作关于四个月来的政府工作

报告，县武装部副部长胡建彬作了关于加强抗美援朝斗争的报告，县法院负责同

志作了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报告，林屏山县长作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经过大家讨

论，一致同意上述四个报告，并表示要积极协助政府努力完成各项任务，会议通：

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367件提案的审查报告，选举了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

席和常务委员。

本届常务委员会先后召开常委会议三次。

第 八届

涪凌县第八届各代会于1953年7月4日召开，到会代表362人。其中·中共

代表2人，机关代表11人；部队代表1人；工人代表36人；农民代表191人，妇

女代表54人，青年团代表4人；学生代表3人；文教界代表24人；医卫界代表3

人；工商界代表30人l民主人士3人。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研究以夏季生产为

主，巩固互助组，推广农业先进经验，贯彻执行婚姻法，开展普选工作。会期三

天。张志祥副县长作政府工作报告。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张副县长关于政府

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372件提案的审查报告，选举了常务

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

八届二次会议

八届二次会议于1953年9月17日召开，到会代表283人，会期三天。会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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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是听取和讨论县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在通过会议日程、主席团名单、提案

审查委员会名单后，听取了林屏山县长关于三个月来政府工作和今后任务的报

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号召全县人民在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基础上，

必须励行节约，紧缩开支，多卖余粮，达到稳定物价，活跃市场，支援国家建

设。会议在通过提案审查委员会审议提案119件的报告后闭幕。

本届常务委员会相继召开常委会议五次，常委扩大会议二次。

四年来，涪陵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中共涪陵县委的领导

下，积极协助政府，团结各界人士胜利地进行了征粮、剿匪、减租退押、抗美援

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贯彻婚姻法、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

作、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在这一系列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附一 涪陵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情况表

会议时闯
届别 会j议的主要内容 选 举 结 果

代表人数

●_- 1950年4月 一，加紧剿匪、建立革命秩序。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9日至15日 二，加速完成1949年度公粮任务。 主席。郑德民

代表347人 三，努力生产。 副主席，郑明午

肖海鲲
届 委员l 20人

●一 1950年9月 实行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加速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_

完成1950年度公粮任务，追收1949 主席：吕才臣21日至24日

代表418人 年度欠粮，布置秋耕，搞好劳资， 副主席。邢明安王宗辅 ，

公私关系。 郑明午肖海鲲
届

委员，37人

1951年3月 开展农村大生产运动，继续进行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3日至5日 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开展抗美援 主席：吕才臣

代表388人 朝，保家卫国运动，进行土地改革 副主席·邢明安王宗辅

试点工作． 郑明午肖海鲲
届

委员l 38人

1951年6月 士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深入开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四
20日至22日 展抗美援朝运动，大力发展生产。 主席：吕才臣

代表31e人 副主席·邢明安 肖海鲲

王宗辅郑明午
届

委员t 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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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届

选 举 结 果

1952年1月

11日至13日

代表381人

一、开展爱国增产节约与三反运

动，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二、

开展知识分子自我思想改造运动。

三、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四、贯

彻执行婚姻法。五、认真进行工矿

企业的民主改革。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主席：吕才臣

副主席：刘昌海王宗辅

肖海鲲郑啁午

委 员：39人

1952年lO月 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互助合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六

28日至31日 作运动，结合深入抗美援朝，完成、 主席：林屏山

代表671人 农业、工商税收，开展物资交流工 副主席：廖兴华刘辉华(女)

作，为经济建设打好基础。 李尊荣何元干

潘国安
届

委员：35人

1953年3月 发动群众，全面大力贯彻婚姻法，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七

10日至12日 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完成大 主席：林屏山

代表516人 增产任务，迎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副主席：廖兴华游菊阳

的召开。 何元干罗淑华(女)

李尊荣
届

委员：32人

1953年7月 以夏季生产为中心，巩固互助组， 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八

4日至6日 推广先进经验，贯彻执行婚姻法， 主席：林屏山

代表362人 加强城市工作，一结合开展普选工作。 副主席：何霾于王树颖

李净生李尊荣

游菊阳秦廷禄
届

委员：31人

附二 涪陵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历届代表界别情况表

．“}夯 共 解 政 虫 学： 妇 工 农 文 工 士 自 苴 荣 烈 医 合 实同 ，、

～净 产 放
府 绅 由 到

届＼＼＼ 机
年 教 商 军 卫

人 职 代

彰＼{ 党 军 关 团 生 女 人 民 界 界 士 业 他 军 属 界 计 表
_——、，——。 1——rL——

一 届 4 15 19 9 15 42 39 109 19 37 68 4 4 384 347

。r——

二 届 2 5 20 15 lO 40 30 120 10 53 100 8 5 418 401

三 届 3 5 19 10 13 23 48 121 14 33 94 5 388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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