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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修荣

，一《醴陵政协志》在市政协年满37岁时编辑出版了，是一件好事。，

一r‘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

组织，，它所体现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

治体制的特点和优势。无论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j。还是’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一，人民政协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
，

‘

作用．『．x ．， ‘：’．，+ ．7．，一，’： ，

。

醴陵历史悠久，经济颇为发达，素有，“瓷城糟美誉，可谓人杰地

灵。由于我市爱国统战对象中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多，台湾同胞、港澳，

同胞：国外侨胞及其在醴的亲属多，工商业和文教卫生方面的人士多，

一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建立了人民政协组织，30多年来，市政协
●

●

在中共醴陵市委领导下，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

辱与共”的方针，广泛团结各界人士，

督一职能，‘。发挥综合性人才库的优势，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积极履行搿政治协商、民主监

为我市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

编纂《醴陵政协志》，记载我市人民政协产生、 发展、壮大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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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载中共醴陵市委同各民主党派在醴组织、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

他各界人士合作共事、团结前进的历史，总结历史提供的经验教训，

不仅有利于推进我市人民政协本身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促进我市爱国

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也可为其咤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编志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特另lj是修政协志， 甜文化大革命”前的

资料难以收集齐全，人手又不够，：修志的同志基本上是一边做本职岗

．位工作，一边收集资料整理编写，克服了许多困难，。付出了辛勤劳

动。好在得到了许多知情人士的支持，湖南省政协、株洲市政协和醴

陵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给予了指导和支持，湖南省政协主席刘
～

正同志题写了志名，在此二并表示感谢t ：，．。，
． ：

这部《醴陵政协志》是我市政协的第一部志书。由于经验不足，

疏漏、不妥、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1992年3月
’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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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编纂《醴陵政协志》’的决议。
。

。一

‘
。

． ’ 。 1茁，， ，

． ‘(1990年6月1 1日政协醴陵市第八届 一

． J

』 ‘ ‰ ， ‘

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醴陵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听取了市政协办公室关于编纂《醴陵政协志》工作情况的汇报，作

出如下决议： 一

一。

一、编纂《醴陵政协志》，记载我市人民政协产生和曲折发展的

“历史，记叙我市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团结各界人士，献

：计出力等方面的工作，对于借鉴历史经验教训，促进我市人民政协和

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编纂《醴陵政协志》，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i

， h

’

．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本着存真求实的方针，力求

体现时代特征，突出地方特色和政协工作的特点，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 ，

三、《醴陵政协志》是作为醴陵市地方志丛书之一编纂的，不仅

可为市内各单位和部门存览，为历届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阅读保存，⋯

惠及后代，还可与兄弟市县政协交流。



4 关于编纂《醴陵政协志》的决议

·四、前段修志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市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的指导和支持下，已经三订篇目两改志稿。，编修人员克服了
" ‘

‘ 、 々

“文化大革命一前资料残缺和人手不够的困难，付出了辛勤劳动，会

．

议对此表示满意：会议要求加快进度，保证质量，争取早日出版。
’

7 ．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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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一、本志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醴陵市委员会(简称

醴陵市政协)产生，发展情况i，上限自市政协成立之1955年6月，下

限止于1989年j
。

’

i
’ “。

u．

v

●

；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力求存真求实，。突出时代特点和地充特色，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二． +，‘ ． 。，

’

‘， ／

，’三、．本志除概述、大事记外，、设委员、’组织，机构，协商监督、知

情出力、文史、联谊交友，人物8章，!共19节：j j

四、．本志之附录分为。整志之附录、章之附录和节之附录。整志之+

’附录包括反映政协活动的代表性资料和中国共产党醴陵市委员会(简

称中共醴陵市委)有关政协工作的主要文件，章、节之附录选栽-9本

章或本节内容相关之资料。
’

五、本志使用语体文记述，体例以志为主，兼记，逮、图，表、

录等。大亭记采用编年体，必要时杂以记事本末体q
‘

，

六、本志中部分名称采用简称或省称。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湖南省醴陵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简称搿市政协七届一次会



凡例

议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醴陵市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简称搿市政协七届一次常委会议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湖南省醴陵市委员会简称_民革醴陵市委员会一或省称“市民革糟．

台湾同胞、。香港澳门同胞和国外侨胞省称膏三胞一。

七、本市对于县市之称呼，1985年8月撤县建市前称醴陵县，此
●-

后称醴陵市，总括性叙述时一律称市。
3

”

八、本志所用数字中，序数一般采用中国数字，基数和日期一般

’’采用阿拉伯数字，。百分数采用阿拉伯数字加百分号。
。‘

， 九誓本志所载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

十、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对民国纪年及民国以前的年号采用原称

加注公元纪年办法，，如搿民国16年(1927)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前称“建国前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称靠建国后”。
7

。

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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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地处湖南东部，罗霄山脉北段西缘，。湘江支流渌水流域．

位于东径113。97 49矿至113’457 43∥，北纬27。227 15，至27。587 71．’

东邻江西省萍乡市，南界攸县，西连株洲县，北接浏阳县，总面积

2157．2平方公里。 。

4
～

夏禹分中国为九州，醴陵属荆州．：春秋战国时属楚，秦汉属长沙

郡。东汉置县，除元初升为州、隋撤县外，唐、宋、明、清、民国均为

． 县。1949年7月25日和平解放后，醴陵县属长沙地区(1952年改称湘‘

潭地区)，1983年7月划归株洲市管辖。1985年8月撤县建市(县级’

．市)，1989年底，全市有10个工作委员会、‘334．乡，‘8个镇、4个街道

办事处，’681个村，2个非建置镇，54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942608

～。人’·一、’ ‘^9。 ，；’ 、，一1⋯。， ’0。t I i．。。：

’

醴陵农业以双季稻为主J『经济作物有辣椒：柑桔、油菜、茶叶7

等。主要工业品有陶瓷器、烟花编炮和食品·东汉己有大规模陶器

作坊，清雍正七年(1729争)产瓷，以釉下彩为其特色。醴陵为中国

八大陶瓷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陶瓷器远销世界五大洲87个国家和地

、区√．1986年，‘醴陵与日本国瓷器生产中心之一的岐阜县瑞浪市结为友



2 概述

好城市。

醴陵地处湘东孔道，历为兵家争夺之地。1906年爆发的“萍(乡)
．

． t． f

浏(阳)醴(陵)起义’’，为辛亥革命之先声。清末以来，醴陵投身

反帝反封建革命者数以万计。民国时期，醴陵从政从军者众多，文职在

县长以上，武职在少校以上者千余人，仅民国版《醴陵县志》载将军

’

达100名。1985年落实统战政策时统计，。有国民党起义军政人员2350

人。。醴陵和平解放前去台湾、’香港、‘澳门和国外的人士达3648人，，他
’

们在大陆的亲属万余人。由于以陶瓷业为主的工商业。文化教育和中

医药事业历来较为发达，涌现出一大批工商业者和知识界人士：

，t。醴陵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任务较重。作为醴陵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醴陵县委员会，成立于1955年6月，是湖南省·
●

’

’最早的县级政协组织之一。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
’

定，县级地方委员会每届任期3年。县政协分别于1955年o。1958年：

1960年、1964年建立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 搿文化大革命”

中，县政协组织瘫痪，1979年恢复，1980年、1984年分别换为第五、
“

。

六届委员会。1985年8月：县政协改为市政协。1987年建立政协醴

陵市第七届委员会。 ‘：’。。． ， t

市政协成立34年来，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一、1955年至1966

年，为成长发展时期。从第一届成立时的9个界别和方面、27名委员，
。

逐步发展到第四届的11个界别和方面、59名委员。县政协在团结联系
’



概述

各界人士，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学习，推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

造，推动各界人士积极参加社会芏义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 ’但1957年在政协组织内部开展的“反右派I斗争，挫伤了政协委员参

． 政议政的积极性，。影响了政协作用的发挥。‘二、4 1966年至1979年，*为
n

，●

● ●

停顿瘫痪时期·+膏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不久，县政协工作受到干

． ，扰。1968年县政协机关被群众组织占据，组织陷于瘫痪，活动被迫停

； 止。，、三、1979年至1985年，；-2恢复壮大时期。1979年恢复县政协第四
，

V

、 届委员会，于1980年11月举行四届二次会议。1980年12月建立第五届
f

’
’

。’ 委员会，由13个界别和方面组成，有委员1 15人-1984年第六届委员。
“

会，增至19个界剔和方面，委员253人设有办公室和学习委员会，提
o

b～，

案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等一级机构，’祖国统·、社会联系等8个

工作组。．县政协适应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

。
毒

的新形势，从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任务、新要求出发，一针对醴陵统战对
、

，

象多的特点，通过座谈、调查、学术讲座等活动，推动政协委员和各
¨

’

，。界人士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1985年撤县建市。

以来，．为开拓前进时期。市政协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

本着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9共一。的方针，积极参

与金市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挥知识人士聚集和社会联系广泛的
●

口

优势，组织和动员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

明建设；。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献智出力。以专题报告会为主的学
～ ，

4

，

4

●

，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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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活动，以编印专辑为主的文史资料工作，发挥整体功能探讨宏观发 ，

晨战略，致力于促进教育事业发戚广泛开展视察、考察、调查活 t

动，以沟通“三胞一及其亲友联系为主的联谊交友工作，构成了市政 。

协这一时期工作的特点。1986年2月，市政协主席黎修荣出席在北京举

行的全国地方政协工作座谈会，作题为《举大团结旗帜，化爱国之心
‘

为效国。之力》的发言。这一时期是市政协组织发展壮大j．活动t-富多 。

’

；

彩、威信不断提高、作用日益显著的时期。1989年底止，了t市政协七届 f
”

‘

委员会有19个界别和方面，委员256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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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85年以来，卜市政协探索政协工作的‘0着力点一；’根据政协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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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人才库静的特点和“政治协商，1民主监督一的职能要求，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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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实际，从宏观着眼：‘把献智出力的“着力点”放在关系金市经济

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大事上：、而不是过多地直接代行某些政府职能部门
一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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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经济工作和事业建设·举办经济发展战略探讨会，联络成立社

会经济技术发展促进会，筹建奖教基金会，牵头编制全市陶瓷工业发

展中长期规划，联系开办醴陵大专教育，举办为四化服务成果展览， ’

组织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情况考察等一些主要的活动，以及1989年春夏

之交动乱期间为稳定醴陵局势所做的积极工作，体现了市政协致力于

促进发展和稳定的工作成果，显示了市政协在全市政治生活和社会生

活中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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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接受中共醴陵市委的领导，湖南省政协和株洲市政协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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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中共醴陵市委切实加强和完善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多次召开会议
+

专题研究政协¨工作，1985年转发了政协党组《关于各级党委要进一步

重视和支持政协工作的报告》，1986年与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出《关于

加强同市政协联系的通知》，畅通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渠道。湖南

。． 省政协，株洲市政协的领导多次来市政协检查指导，对市政协的工作
’

、

睫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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