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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铜山县政协走过了34年的光辉历程，其间包括“动乱"年代

停止组织活动15年的消沉阶段。正由于这样曲折，更显出这个组

织的强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多党合作为主体的统一

战线政策是正确的，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今后，这个作用也必然会被新的事实所验证。

政协铜山县委员会遵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肝胆相

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团结各界委员、无党派人士积极参政议

政，不断开拓自己的新局面，为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

本《铜山县政协志》就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总结铜山县政协34年

来的历史，藉以资治、教化，存史，进一步推进政治协商和民主

监督工作。

时代需要政治协商，政治协商大有作为。当前，正处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时期，人民政协任重道

远。我们相信，在中共铜山县委的领导下，铜山县政协一定会高

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

界爱国人士，积极参政议政，协助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把铜山县的

事情办得更好，为促进祖国统一，为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

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吴文华

1991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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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铜山县政协志》的编纂，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则，全志通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爱国主义精神，

是对锕山县政协工作的概括和总结。

二、本志起止时间：上限从1956年11月5日成立县政协筹备

委员会开始，下限止于1990年3月政协铜山县九届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县政协前身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故委员会组成上推

到1949年11月。 ．

三，本志所用史料，主要录自县历届政协会议文件、工作总

结、会议记录和档案及当事者提供的回忆材料，力求详实、准

确。

四，本志采取述、记、志、传，图(照)片、表，录等多种体

裁，以志为主、横排纵叙。全志为8章35节，是一部较为全面系

统记载铜山县政协工作的历史资料。

五，本志中第一次出现的名称均使用全称，以后出现时用简

称。

六、本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铜山县委员会组成"章中

的委员界别，正副主席、常委，秘书长、委员名单，是以届为基

础编写的。为避免重复，每届一次全体委员会后只编写增减变动

情况和名单。

七，本志对人名的称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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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词用汉字表达外，均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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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数字。

九，本志文字采用现代汉语记叙文体编写，述而不论，力求严

谨，朴实，通俗流畅。 ．

十，本志行文使用简化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

《汉字简化总表》(第二版)为准，标点符号以国家出版总署公

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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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铜山县位于江苏省西北部，地处苏鲁豫皖之交，环抱古城徐

州。东和本省邳县，睢宁为邻，北连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西

与安徽省萧县和本省丰县，沛县相邻，南是安徽省宿县和灵壁县。

全县有39个乡，镇，2135个自然村，174万人口。辖区自西北至东

南为65公里，自北至南为40余公里，面积为2825平方公里，土地

肥沃，资源丰富，山青水秀，是全国重点商品粮产地，又是著名

的煤田和优质铁矿石产地。

铜山县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古代曾称大彭国、崇国，吕国、

彭城县、徐州等，与现在的徐州市为一体，虽名称更迭各异，其

的域建制无大变化，故云“名非地是矽。清雍正11年(公元1733

年)徐州升州为府，以旧州境设立铜山县。“铜山县秒因县境东

北隅微山沏中铜山岛而得名。境内以汉墓、汉画象石出土量之多，

内涵之丰富多彩著称，为全国四大汉代文化古迹集中地之一。

铜山县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辛亥革命光复铜山县，便以同盟

会会员，铜山县民政长(即县长)韩志正等人为首，进行一系列

地改革，使铜山县旧制、旧法彻底废除，初具共和政体，1921年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铜山县西北部微山湖畔和东南山区、东陇海

铁路沿线相继成为革命根据地，燃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烈火。与

此同时，统一战线工作便在铜山县各地展开。在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铜山县人民不畏艰险，前赴

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8年12月1日，铜山县人民获

得解放。从此，结束了国民党在锕山县的统治，开辟了铜山县历

史的新纪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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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的铜山县，在中共铜山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

各界爱国人士，在恢复国民经济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中，紧密团结，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胜利。党的统一成线工

作也得到健康发展，当时境内的两个县级建制(铜山，铜北)，

分别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3年4月铜山县制统一和恢复

后，即着手筹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铜山县委员会，1957年2

月15日组建政协铜山县第一届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现

1965年12月17日组成政协铜山县第五届委员会为止，八年问，铜山

县政协已历经五届，先后有政协委员428人(次)。这五届委员会，

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遵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黟，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矽的方针，为铜山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6年6月开始的靠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民的正常生活

引入长达10年的动乱。各级政协组织相继瘫痪，大部分政协委员

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以致政协机构解体，活动停止。直到198D

年9月25日，停顿了15年的铜山县政协组织才得以恢复，即新组

成的政协铜山县第六届委员会。从此，铜山县的政协工作进入一

个新的历史时期。

铜山县第六届委员会无论是所代表的界别和委员人数都比15

年前的五届政协有明显的扩大。从而表职铜山县的爱国统一战

线又有了很大发展。到19号。年3月8日政协铜山县第九届委员会成

立，恢复后的铜山县政协又有了四届委员会，历经10年。新的10

年中，本着大团结，大统一的精神，继续贯彻“长期共存、互槽

监督，，，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矽的方针，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匡

主义旗帜，与全县各族人民一起，就各项重大决策和人民群众普

遍关心的问题，积极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协助党和人民攻

府落实各项统战政策，为加快铜山县四个现代化建设，极大地发

挥了人民政协的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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