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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会场

高退休老同志在政协

全委会上

委员们在讨论



委员们在书写提案

委员们视察农业机械

化作业现场



国庆中秋茶话会文艺演出

委员们视察旧城改造工程

k

纪念毛泽来同



举办医卫沙龙

举办花卉展

，1 省委副书记

曹克明视察本台



政协五届常委会全体常委合影

市委、市政府及本会领导会见戈公振之子、美国西屋电气公司

核电业务部经理戈宝树博士和侄女戈宝棒女士



前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今年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50周年。值此

双喜双庆之时，政协委员们激情满怀，希望能做点什么，送份贺

礼。以资纪念。经市政协主席会议研究，决定编纂<东台市政协

志>，以发挥其“资治·存史·教化”之功用，亦了却本届政协

之一大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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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

式。半个世纪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人

民的富裕幸福，作出了巨大贡献，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全面推进而永载史册。

<东台市政协志>，从多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侧面，回顾总

结东台市(县)政协自建立以来走过的不寻常历程，旨在让人们对

东台政协工作的全貌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印象。东台政协已历经

十届。她始终围绕着党委和政府的工作中心，积极履行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基本职能，为促进东台的建设和发展

发挥了特有作用。人民政协的历史是光荣的历史。然而，作为最

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她每一份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中共东

台市f县)委的正确领导，离不开历届政协全体委员的团结合作，

离不开社会各界、各方面的关心和帮助。在此，谨向长期以来重

视、关心和支持人民政协工作及本志书出版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

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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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东台市政协志》的编纂，坚持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章程为依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尊重历

史，实事求是，系统地记载东台市r县1政协建立、发展的历程。

二、本志起止时间：上限从1949年开始，下限至1999年3月

政协东台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止。

三、本志所用史料，主要录自市f县1历届政协会议文件、工

作总结、会议记录、档案及当事者提供的回忆材料，力求翔实、

准确。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横排纵叙、述而不论。全志首设概述，次设志8章32节，继设回

忆录、大事记、文献辑存等。

五、本志凡1987年12月17日前的地名称东台县，以后称东台

市，一般情况称东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东台市(县1委员会

简称政协东台市f县)委员会或东台政协。其他如“三届委员

会”，“十届一次”等非冠以地名的简称，均指本市政协会议的

届次。

六、本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东台市f县)委员会”章中

的委员界别、正副主席、常委、秘书长、委员名单均以每届一次

全体会议为基础编写，以后增减变动情况和名单则在有关章节具

体内容中记载。

七、本志对人的称谓，除文件选辑和引文外，一般直呼其

名。
’

八、本志所用数字，除引文、专用词语用汉字表达外，均用

阿拉伯数字。

九、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记叙文体编写，并注意语言严谨、朴

实，通俗流畅。



概 述

东台市地处江苏中部平原，东濒黄海，南邻海安，西界兴

化，北毗大丰，西南与姜堰接壤，居南通、泰州、盐城三市交汇

之要冲。全境一马平川，水陆交通便捷。以范公堤f今204国道1、

串场河为界，形成堤西、堤东两大自然区域。气候温和，四季分

明，地肥水秀，物产丰饶。总面积2308平方公里，人口118万。

东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有先民在

此繁衍生息。南唐升元元年(937年)设海陵监于东台场，东台之名

‘始见鱼清乾隆三十三年r1768年)置东台县。1940年，新四军挺进

东台，建立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1987年12月，东台撤县建市，

并被国务院列为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境内名胜古迹甚多，既有相

传由唐尉迟敬德督造的海春轩塔、南宋嘉定年间的东邑首刹泰山

寺，新四军军长陈毅召开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会议发表团结抗日演

讲的旧址——红兰别墅、安葬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和粟裕将军部

分骨灰的三仓烈士陵园等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亦有风格独

特的富安明代建筑群、悠久历史之一斑的溱东开庄新石器遗址

等。这些古迹，几经修缮，既集传统文化之大成，又纳现代文明

之智慧，宛如⋯颗颗璀灿的明珠，把东台大地点缀得更加丰蕴灵

秀。东台人文荟萃，明清两代有进士42人．举人69人，其中翰林2

人。此外，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清代布衣诗人吴

嘉纪、水利专家冯道立，民国至现代的教育家邰爽秋、新闻学家

戈公振、画家戈湘岚、爱国民主人士朱华等一代代名人，不但在

民族文明进步史上留下彪炳业绩，而且为家乡东台增添了熠熠光

彩。至今，他们的事迹仍广为传颂。



东台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明嘉靖年问，西溪人乔银率

众抗击自沿海登陆骚扰的倭寇，沉重打击了盗匪的嚣张气焰，迫

其不敢再犯。清同治元年(1862)，东台人民为反抗巢湖r方言焦湖1

籍淮军的暴虐行径，掀起轰轰烈烈、享誉四方的“杀焦湖子”斗

争^辛亥革命时期，东台人民响应孙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创建共

和的伟大号召，一举粉碎淮南缉私营驻东管带刘风朝兵变阴谋，

宣布光复，建立县民政署。1925年，中共地下党员黄逸峰、陈雪

生等人，在东台秘密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思想，先后于1927

年和1928年建立中共东台特别支部、中共东台县委。1940年IO月

初，新四军在取得黄桥决战胜利后，挥师北上，于同月8日解放

东台城。从此，东台沿海一带成为苏中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

刘少奇、陈毅、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运筹帷幄，指

挥抗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东台人民踊

跃参军和支前，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为了弘扬国际主

义精神，冲锋陷阵，浴血奋战，2095名东台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

生命。境内廉贻乡、广山乡、五烈镇、先烈f现改名后港1镇及沈

波、存山、振中、沙杨、郭顾、富旗、朝福等村的地名，均为缅

怀革命烈士而命名。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

利召开，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完成了伟大的建

国使命。中国革命的历史从此掀开崭新的一页。建国初期，全国

各地普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此作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

重要机构，一个时期还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50年1月，

东台县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休会期间，由大会产生

的协商委员会全面协助人民政府，执行会议决议，进行各项革命

和建设工作”；1954年7月召开首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县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构的职能；

1956年2月，政协东台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正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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