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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

合作的主要形式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渠道，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
中，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它将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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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挥重要的作

用。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政协工作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呈

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撰

写了《政协安县委员会志》。它记叙了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县政协的前身)代行县人民

代表大会职权期问的工作，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的活动，政胁安县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记

载了在中共安县县委的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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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反映了我

县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它为我们认识人民政协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后

代留下了“前毛所稽，后有所鉴，，的宝贵的历史资料。

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经过查阅档案，走访座谈，讨论修改，反复核实，专人撰写，力求做

到“求实，存真黟，是一部较好的志书。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缺乏，难免有遗漏和错

误，望查阅者和有关部门指正。

本志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县志办》的指导，有关部门和本会委员及所联系的各界人士的

帮助，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黄昌林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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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一大壮举，是我国的光荣历史传统。编纂部门志，有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

作用。它可以为我会工作全面地贯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荣辱与

共"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为四化建

设、经济起飞、 靠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也将对今后人民政协工作的开展起到指导

作用。

编纂组的同志，从服从予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总目标出发，按照靠三新’’

(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观点、“两性护(现代性、科学性)的原则，本着上对祖宗负

责，现为四化服务，下为子孙造福的精神，克服本会的档案资料散失，现存资料不全的种种

困难，广征博采，反复调查核实，基本上达到资料的翔实。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劳动，编纂出

了这本较为完备的、具有“三新"观点一两性"原则的会志，今天总算成书问世了。我们认

为这部会志内容较为全面，求实存真，是一部较好的志书，也是记述我会统一战线工作的好

教材。 ’’

这里我们对本志编纂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花费心血所做出成果的编辑同志和有关同志表

示衷心感谢。它将成为研究统一战线理论，搞好政协工作的一部宝贵的精神财富。，

杨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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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志》纂写领导小组名单

领导小组组长：

成员：

主编：

定 稿：

政协主席。

政协副主席。

政协秘书长：

政协常委：

副秘书长。

编 辑：

杨天太

高一旭刘成富

高一旭

黄昌林

谷保华杨天太赵贵

陈为柯郑子义杨俊祥

袁邦兴

蒋虹高一旭

刘成富

唐永禄刘邦彦

凡 例

《安县政协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战线组织和

统一战线工作所经历的历史发展进程而记述的。《安县政协志》是以《邓小平文选》、《统

一战线的基本知识》和《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等书作为撰写的理论依据。全志共五章

一十二节分别记载安县人民政协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状况。

一、本志求实反映我会的实际史实。志中不追述建国前的历史，因此上限时间为1950

年，下限时间为1984年。
‘

二、本志以记述体纂写，除引用历史资料外，一律采用白话文，文字及标点，按照《新

华字典》为准，随文配上必要的图表。

三，本志以档案资料、原始笔录、经过证实的口碑资料为根据纂写。

四、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组织的名称，遵照当时的称谓纂写。志中对政协历届委

员会(含它的前身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领导人、常委，只作列名，其

余列数记载。

五、本志中记述的人物，只作简介。

六、历史纪年。在建国前按照当时历史用法，并在括号中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一律以公元纪年书写。

七、地名书写一律以原地名为准，在括号内根据《安县地名录》注明今名。

八、本志正文中的数据，除图表外，一律以中文书写。

九、本志中不宜写入正文的内容而又有一定价值的史料，将收入附录中。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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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志中记述的人物，只作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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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立以后，一律以公元纪年书写。

七、地名书写一律以原地名为准，在括号内根据《安县地名录》注明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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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臀警鼗四川省安县委员会会志
’

(一九五。年三一先／0四年)

序言

政协志纂写领导小组名单

凡例

目 录

概述⋯⋯⋯⋯⋯⋯⋯⋯⋯⋯⋯⋯⋯⋯⋯⋯⋯⋯⋯⋯⋯⋯⋯⋯⋯⋯⋯⋯⋯⋯⋯⋯⋯⋯(1)

大事记⋯⋯⋯⋯⋯⋯⋯⋯⋯⋯⋯⋯⋯⋯⋯⋯⋯⋯⋯⋯⋯⋯⋯⋯⋯⋯⋯⋯⋯⋯⋯⋯⋯⋯(4)

第一章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简称各代会)⋯⋯⋯⋯⋯⋯⋯⋯⋯⋯⋯⋯⋯⋯⋯⋯(7)

第一节历届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

一、安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

附：中共安县县委书记晋岳在安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8)

二、安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8)

三、安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8)

四、安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9)

第二节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主要活动⋯⋯⋯⋯⋯⋯⋯⋯⋯(1 0)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0)

附：一、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情况表⋯⋯⋯⋯⋯⋯⋯⋯⋯⋯⋯⋯⋯⋯⋯⋯⋯⋯(11)

l，安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2)

2、安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3)

3，安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4)

4、安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5)

5、安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5)

二、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届代表界别情况表⋯⋯⋯⋯⋯⋯⋯⋯⋯⋯⋯⋯(16)

三、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界别情况表⋯⋯⋯⋯⋯⋯⋯⋯⋯(17)

第二章安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18>

、



第一节安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的建立⋯⋯⋯⋯⋯⋯⋯⋯⋯⋯⋯⋯⋯⋯⋯⋯⋯(18)。

第二节安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领导成员⋯⋯⋯⋯⋯⋯⋯⋯⋯⋯⋯⋯⋯⋯⋯⋯(18)

第三节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主要活动⋯⋯⋯⋯⋯⋯⋯⋯⋯⋯⋯⋯⋯⋯⋯⋯⋯⋯(18)

附。1、安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组织成员表⋯⋯⋯⋯⋯⋯⋯⋯⋯⋯⋯⋯⋯⋯⋯(19)

2、安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学习组分布图⋯⋯⋯⋯⋯⋯⋯⋯⋯⋯⋯⋯⋯⋯(20)

第三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安县委员会(一至四届)⋯⋯一⋯⋯⋯⋯⋯⋯(21)。

第一节政协安县委员会全体会议⋯⋯⋯⋯⋯⋯⋯⋯⋯⋯⋯⋯⋯⋯⋯一⋯⋯一⋯(21)

一、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21)

二、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21)

三、第二届第一次全体会议⋯⋯⋯⋯⋯⋯⋯⋯⋯⋯⋯⋯⋯⋯⋯⋯⋯⋯⋯⋯⋯(22)

四、第三届第一次全体会议⋯⋯⋯⋯⋯⋯⋯⋯⋯⋯⋯⋯⋯⋯⋯⋯⋯⋯⋯⋯⋯(22)

五、第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23)

附：1、政协安县委员会第一届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表⋯⋯⋯⋯⋯⋯⋯⋯⋯(24)

2、政协安县委员会第二届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表⋯⋯⋯⋯⋯⋯⋯⋯⋯(25)

3、政协安县委员会第三届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表⋯⋯⋯⋯⋯⋯⋯⋯⋯(26)．

4、政协安县委员会第四届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表⋯⋯⋯⋯⋯⋯⋯⋯⋯(27)

第二节政协常务委员会⋯⋯⋯⋯⋯⋯⋯⋯⋯⋯⋯⋯⋯⋯⋯⋯⋯⋯⋯⋯⋯⋯⋯⋯(28)

第三节常务委贝会的重大活动⋯⋯⋯⋯⋯⋯⋯⋯⋯⋯⋯⋯⋯⋯⋯⋯⋯⋯⋯⋯⋯(29)

’一、整风反右⋯⋯⋯⋯⋯⋯⋯⋯⋯⋯⋯⋯⋯⋯⋯⋯⋯⋯⋯⋯⋯⋯⋯⋯⋯⋯⋯(29)

二、大鸣大放和交心运动⋯⋯⋯⋯⋯⋯⋯⋯⋯⋯⋯⋯⋯⋯⋯⋯⋯⋯⋯⋯⋯⋯(29)

三、开展爱因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30v

四、组织和推动各界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31)

五、安县各界人士政治训练班⋯⋯⋯⋯⋯⋯⋯⋯⋯⋯⋯⋯⋯⋯⋯⋯⋯⋯⋯⋯(32)

六、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33)

七、组织参观、访问、视察⋯⋯⋯⋯⋯．．．⋯⋯⋯⋯⋯⋯⋯⋯⋯⋯⋯⋯⋯⋯⋯(34)

八、座谈西藏叛乱和批判尼赫鲁谬论⋯⋯⋯⋯⋯⋯⋯⋯⋯⋯⋯⋯⋯⋯⋯⋯⋯(35)

九、处理提案和人民来信来访工作⋯⋯⋯⋯⋯⋯⋯⋯⋯⋯⋯⋯⋯⋯⋯⋯⋯⋯(36)，

十、加强同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联系⋯⋯⋯⋯⋯⋯⋯⋯⋯⋯⋯⋯⋯⋯⋯⋯(37)

第四节组织学习，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37)

第四章新时期的安县政协(五届)⋯⋯⋯⋯⋯⋯⋯⋯⋯⋯⋯⋯⋯⋯⋯⋯⋯⋯⋯⋯⋯(39)

第一节安县政协的恢复和发展⋯⋯⋯⋯⋯⋯⋯⋯⋯⋯⋯⋯⋯⋯⋯⋯“⋯⋯⋯⋯(39)．

一、五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39)

附：1、五届一次会议开幕词⋯⋯⋯⋯⋯⋯⋯⋯⋯⋯··j⋯⋯⋯⋯⋯⋯⋯⋯⋯⋯⋯(41)

2、五届一次会议决议⋯⋯⋯⋯⋯⋯⋯⋯⋯⋯⋯⋯⋯⋯⋯⋯⋯⋯⋯⋯⋯⋯⋯(42)

3、五届一次会议闭幕词⋯⋯⋯⋯⋯⋯⋯⋯⋯⋯⋯⋯⋯⋯⋯⋯⋯⋯⋯⋯⋯⋯(44>

二、五届二次全体委员会议⋯⋯⋯⋯⋯⋯⋯⋯⋯．．．⋯⋯⋯⋯⋯⋯⋯⋯⋯⋯⋯(45)．

附：五届二次会议决议(摘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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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届三次全体委员会议⋯⋯⋯⋯⋯⋯⋯⋯⋯⋯⋯⋯⋯⋯⋯⋯⋯⋯⋯⋯⋯(47)

五届三次会议决议(摘要)⋯⋯⋯⋯⋯⋯⋯⋯⋯⋯⋯⋯⋯⋯⋯⋯⋯⋯⋯⋯⋯(49)

第二节常务委员会及主要工作⋯⋯⋯⋯⋯⋯⋯⋯⋯⋯⋯⋯⋯⋯⋯⋯⋯⋯⋯⋯⋯(50)

第三节政协各委、组的性质、任务及其活动⋯⋯⋯⋯⋯⋯⋯⋯⋯⋯⋯⋯⋯⋯⋯(53)

一、学习委员会⋯⋯⋯⋯⋯⋯⋯⋯⋯⋯⋯⋯⋯⋯⋯⋯⋯⋯．．．⋯⋯⋯⋯⋯⋯⋯(53)

二、文教组⋯⋯⋯⋯⋯⋯⋯⋯⋯⋯⋯⋯⋯⋯⋯⋯⋯⋯⋯⋯⋯⋯⋯⋯⋯⋯⋯⋯(53)

三、工商组⋯⋯⋯⋯⋯⋯⋯⋯⋯⋯⋯⋯⋯⋯⋯⋯：⋯⋯⋯⋯⋯⋯⋯⋯⋯⋯⋯··(53)

四、文史组⋯⋯⋯⋯⋯⋯⋯⋯⋯⋯⋯⋯⋯⋯⋯⋯⋯⋯⋯⋯⋯⋯⋯⋯⋯⋯⋯⋯(54)

五、医卫组⋯⋯⋯⋯⋯⋯⋯⋯⋯⋯⋯⋯⋯⋯⋯⋯⋯．．．⋯⋯⋯⋯⋯⋯⋯⋯⋯⋯(54>

六、社会联络组⋯⋯⋯⋯⋯⋯⋯⋯⋯⋯⋯⋯⋯⋯⋯⋯⋯⋯⋯⋯⋯⋯⋯⋯⋯⋯(54)

七、科技组⋯⋯：．⋯⋯⋯⋯⋯⋯⋯⋯⋯⋯⋯⋯⋯⋯⋯⋯⋯⋯⋯⋯⋯⋯⋯⋯⋯·(55)

附：1、五屈委员界另q表⋯⋯⋯⋯⋯⋯⋯⋯⋯⋯⋯⋯～⋯⋯⋯⋯⋯⋯⋯⋯⋯⋯⋯(56)

2、五屈全体委员情况表⋯⋯⋯⋯⋯⋯⋯⋯⋯⋯⋯⋯⋯⋯⋯⋯⋯⋯⋯⋯⋯⋯(57)

8、五屐主席、副主席、常委情况表⋯⋯⋯⋯⋯⋯⋯⋯⋯⋯⋯⋯⋯⋯⋯⋯⋯(59)

4、一至五届委员界别情况统计表⋯⋯⋯⋯⋯⋯⋯⋯⋯⋯⋯⋯⋯⋯⋯⋯⋯⋯(60)

第五章人物⋯⋯⋯⋯⋯⋯⋯⋯⋯⋯⋯⋯⋯⋯⋯⋯⋯⋯⋯⋯⋯⋯⋯⋯⋯⋯⋯⋯⋯⋯(61)

一，郑慕周简介⋯⋯⋯⋯⋯o⋯⋯⋯⋯⋯⋯⋯⋯⋯⋯⋯⋯⋯⋯⋯⋯⋯⋯⋯⋯⋯⋯‘61)

二、余通灵简介⋯⋯⋯⋯⋯⋯⋯⋯⋯⋯⋯⋯⋯⋯⋯⋯⋯⋯⋯⋯⋯⋯⋯⋯⋯⋯⋯⋯(63)

三、李泽泉简介⋯⋯⋯⋯⋯⋯⋯⋯⋯⋯⋯⋯⋯⋯⋯⋯⋯⋯⋯⋯⋯⋯⋯⋯⋯⋯⋯⋯(64)

影印件：1．在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斗争中，开明士绅郑慕周写信

摧收大地主李蔚生的押金，给曾嘉瑞的信⋯⋯⋯⋯⋯⋯⋯⋯⋯⋯⋯⋯⋯⋯(67)

2．巾共安县县委书记晋岳对曾嘉瑞完成了遐押任务，写给的信⋯⋯⋯⋯⋯⋯(69)

后记⋯⋯⋯⋯⋯⋯⋯一i⋯⋯⋯⋯⋯⋯⋯⋯⋯⋯⋯⋯⋯⋯⋯⋯⋯⋯⋯⋯⋯⋯⋯⋯⋯⋯(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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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预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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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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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是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的主要组织形式，．‘也是我们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邓小平主席在全

国政协五届二次会上的讲话》)。‘ ：

、；政协安县委员会是1957年2：月14日建立的。它的前身经过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安县

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的演变过程而产生的。’ ．i

·t安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成立于1959年4；月20日。．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工人。

农民、青年、．妇女“工，商界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

主义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形成了包括不同性别，阶层、信仰、．职业的安县人民的大团结，7

在党的i“民主协商一互相监督"的方针指引下：开展工作。解放裙期认真宣传贯彻了拓首恶

必办，胁从不闽，o泣功受奖斧的政策。’在这一政策感召下，从敌对阶级j；人伍中分化出来的一
些人纷纷靠近人民政府，j愿意不再与人民为敌，站在人民一边来。’；衰示要立功赎罪。各界人

士代表会议把他佃周结过来，，既孤立了敌人，．：又壮大了人民力量。对于团结安县进步势力，：i

争取中间势方；．诎和消灭顽固酶反动势力，．形成了二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做了大量的工
作j。t对稳定社会秩序；i使社会治安很快得到好转，；保证了各项中’，t)-r4乍的开展，．使革命斗争
能顺利进行m·特别惺各羿人士代表会议的代表们，．亲身投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四大运动，

为全兽完成2啦面盼赔避任乡魏：做出了睫大的贡献。’接着还积极开展了抗美援朝的扈传租{露
献工作。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对摧毁封建制度，赶走帝因主义势力，没收官僚资本，消灾

热建吐地所有；鼬．柏统治，：’对我县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完全、』彻底的胜莉，；起‘J一积极的促·进作

用。；l、本志中把肾民经济恢复时期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及常务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作了全面的记

述∥肯定i弦县罩瓤砖农民、譬青年√姻女、!，工商界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茌党的领导下对建设
人睇的瓶安慰?茂援金国的解放事业作曲的贡献。■；：卜，j o

·e。曩9两年会凰A。尉℃表太会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布，标志着各界人民代表会
谗已径舞成jF窑的I塘襄使命，i在这梯的情况下，，全国A民代表大会的召开j‘时机已经成熟，r；
各界人民代麦会议的职能机构应予停止。此外，在中共安县县委的组织领导下，通过协商选

出各方面ff5f熊箍人$2墨如j建壶了安县各界A】土学习委员会，t。哮委会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指
礅百继绩蝴菇督各爨镶躅多灶b。攀毋马捌主义J、』i毛译东思想和政治时萼如or进行团绮、。教育和

局．想鸥遥吼聪系殚禽，’开羼j露_些政治活动，}为尔后敢治协商会议蝴建立；：：起着：团锆了f教
离、j持旆的螺谗越瀣镛甩。’；．?，7．i：射。

学习委员会联系着全县各界人士260余人，组建了九个学习组，分布在城关．i花苏：‘土塔：



水，秀水等场镇进行学习。1955至1957年的三年中，通过学习、实践和参观考察，学员们对

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组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都有更加明确的认

识。随着革命形势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一致都感到自己的思想落后于客观实际。加强政治

学习、加强自我改造，赶上时代步伐，已成为大家自觉的要求。通过学习， 进一步增强

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尤其认识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

周围，为实现党的“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是一项极其重要的

工作。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

民族、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它爱国人士，组成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组织，它的一切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准则，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

程进行工作，通过政治协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它继续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进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继续发挥

作用。经中共安县委员会报经上级批准，于1957年2月14日召开了政协安县第一届第一次

全体委员会议，经过充分的协商讨论，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了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

长和常委，展开了日常工作。政协建立后到1966年，经过四次换届，历时九年有余，经历了

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向党交心运动，大跃进、反右倾、，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

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及组织视察、参观、开各种座谈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帮助各界人士

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加速了自我改造的进程。在各项政治运动中，政协委员们一般说来

对大是大非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真心寰意接受改造，愿意过好社会主义关，在理论学习

的同时，都能积极投入生产劳动实践，调查研究问题，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提倡服务

下乡，广泛联系各界人民群众，了解情况，反映意见，并就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

行情况和我县各项建设事业及群众生活中的某些问题，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

议。其间还创办了各界人士政治训练班。除系统地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思想觉悟，通过一定

嚣劳动锻炼，帮助各界人士树立劳动观点，端正劳动态度，堵养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的阶级
感情。

政协全体委员会休会期间，由它产生的常务委员会进行日常工作，根据具体情况，我县

政协按照各种专业和统一战线的各个方面在委员中又组建了一个学习委员会和六个工作组，

它们分另呼在文化教育，工商科技、体育医卫、社会联络等方面进行座谈讨论，调查研究活

动，广开言路，广开才路，提出意见和建议。一至五届的年代中召开各种座谈研究会逾百次

以上，有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送中共安县县委或政府部门，受到重视，有的已被采纳付诸实

施。本志还尽可能详实地记录了我县政协在各个历史时期具体活动的内容和得失，以昭鉴
戒。

政协工作从1966年下半年起至1976年止的lO年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林彪、江青

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党的统一战线遭到肆意摧毁。把政协组织说成是搿牛鬼蛇神玎的黑

窝子，各界人士中不少人被打成“黑帮p，_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欲加之罪，恶

毒其辞。政协机构被砷垮，房屋被占用．人员被调离下放劳动，设备散失，县政协工作完全

停止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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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党中央粉碎了搿四人帮"反党集团，特别是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封

了左的失误，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政协的名誉得到了恢复。经过

一个时期的筹备，子1981年3月15日召开了政协安县五届全体委员会议。随着我国社会阶级

状况的根本变化，统一战线的阶级结构和内部关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

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暂
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

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驯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协作为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它是以拥护党的四项基本

原则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工人、农民、青年、妇女、非党知识分子、原工商

业者、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爱国宗教界人士，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

属、侨属等各方面组成政协安县第五届委员会。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选出了主席、副主

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并建立了委、组组织，推动日常工作。委员中不少有较高的文化素

质、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有为国家出力的强烈愿望。因而在各委、组的活动中，如协助县委

纠正冤、假、错案和落实有关统一战线政策，深入调查了解，改正错划右派的政策，对待原

工商业者的政策，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以及民族宗教、侨务等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及时

汇报，促使这些问题能得到顺利解决。委员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能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及时

向有关部门反映，发挥了民主监督作用。此外，在推动工农业生产，发展经济，改进工作作

风，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会志中也作了记述。

总的来说，安县人民政协所走过来的历程与党和全国人民的经历是息息相通，休戚与共

的。在宣传、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推动各项中心工作，沟通和反映各阶层

人士的意见和建{：；c舂密切党群关系等方面，起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舶良好作用，取得的成

绩是主要的，但不可避免也有一些失误和缺点，历史的经验教训永远值得我们注意。展望未

来，新时期的安县人民政协，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精

神振奋，广泛地团结着安县各界人士，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多方面开展

活动，为国家长治久安‘为社会主义建设献计献策，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和衷共济，群策

群力，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和争取台湾早日归回祖国，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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