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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1一

凡 例

一、本志主要记述海安县政协的组织机构、重要会议、经常性工作、重

要活动和政协人物的情况。对参政(议)会和县各界人民代表第一到四届

会议予以适当追述。

二、本志上限因事而导，各类事物的记述，均追溯至起始发端；下限年

份至2006年2月。但图片的使用下限略有推延。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并用的综合体裁．以志为主，

表随文出。全志的概述，述议结合，勾勒事物发展的轮廓；全志的大事记以

编年体为主，辅之以纪事本末体。

四、本志设人物章，主要对县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作简介。

五、为了行文简略，以“建国前(或后)”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或后)”。

六、本志资料，均为经过核实整理的历史文献、档案和口碑资料，一般

不注明出处。建国后的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入志；统计部门

没有的数字。以业务主管部门的统计数字人志。

七、本志一律使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前夹注朝代纪年。

八、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1984年3月以前使用的计量单位则照实记载，必要时用

括号注明其换算值。

九、数字的使用，按1983年12月1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于1986年12月31日颁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颁

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



序 一1一

序 一

在海安县政协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海安县政协志》正式出版了。它的出

版，是海安县政协发展历史上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海安县历史悠久，在建立爱国统一战线方面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二

十世纪四十年代，“苏北联合抗日座谈会”、“苏北Il缶时参政会”先后在海

安召开．为当时苏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苏北地区抗日战争的最

终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海安县政协自1956年成立以来，始终高举爱国

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发挥政协代表面广、人才集聚的优势，充分发扬

民主，积极参政议政，为海安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海安县政协志》忠实地纪录了海安县政协半个世纪以来发展的足

迹，是一部史料翔实、可鉴可资的县级地方政协专志。它既为人们提供了

一份县级政协组织逐步发展、完善的珍贵史料．也充分表明县级政协组

织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在推进地方经济建设和民

主政治建设中是大有可为的。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形势和任务对政协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

为政协工作的开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衷心希望海安县政协抓住历

史机遇，认真总结经验，发扬优良传统，积极开拓创新，不断提高履行职

能的质量和水平，推动政协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为推进地方经济和社

会事业全面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王荣炳：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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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海安县政协志》经过多年的搜集资料、编写修改，终于出版了。它是

海安政协历史上第一部专志。它的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

重要形式。政协海安县委员会自1956年成立以来，在中共海安县委的领

导和上级政协的指导下，在建国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对海安政治、经济、文

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出重要的贡献。政协自身也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完善o《海安县政协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

则，系统地记述了海安县政协的发展历程和工作实况。从这些记述中，我

们看到了它走过的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轨迹：看到了人民政协高举爱国

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爱

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所作努力的一个

缩影；看到了地方政协组织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

职能，在化解社会矛盾、反映社情民意、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事业才能发展，国家才会兴旺发

达。

《海安县政协志》的编纂工作，是一项严谨、细致、科学的工作。政协早

期档案资料本不健全，加之“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缺失尤甚，这是一个带

有普遍性的问题。海安政协的领导高度重视，遣精兵强将，费数年之功，从

三百余卷历史档案资料中悉心搜罗，认真考订，且不畏其难，不厌其烦，举

凡座谈、访问、外调，一一经营，终使《海安县政协志》渐趋完整。特别是对

口碑材料的甄别，更是千里求证，去伪存真。其精神之诚，着实感人。在编



纂过程中，许多老同志或提供图片资料，或口述史实，使许多有价值的史

料得以留存。志稿初成之后，又邀集各方专家、学者、老领导评审勘校，数

易其稿，《海安县政协志》才得以今天的面目与大家见面。
近年来，海安县政协立足新的实践，把握时代特征，顺应历史发展规

律，坚持在工作思路上有所创新、有所作为、有所进步。一方面坚持做到

“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形成特色，创新发展”o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创新领先

作用，做到在开展政治协商中有新举措，在坚持民主监督中有新作为，在

进行参政议政中有新水平，在推进履行职能中有新成效。

修志的目的是用志。《海安县政协志》提供的准确、真实和较为完整、
系统的县级政协的史料，为政协委员、政协机关干部以及关心政协工作的

各界人士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曹能新：南通市政协主席

岁月、萝朋毒’．’解年移炳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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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1一

概 述

政协海安县委员会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学习全国、全省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

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中心，广泛团结县工商联、人民团体、无党派人

士和各界人士，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主要职能，在巩

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海安改革开放、三个文明与和谐社会建

设。发展海外联谊和推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

从建国初期到2006年2月，海安县政协组织从成立到发展，历经海

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政协江苏省海安县委员会两个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

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用普选的方法

产生之。”《共同纲领》还规定了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需要具备的基本

条件。鉴于建国初期实行普选的基本条件尚不具备，因此，在组织形式方

面采取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的过渡办法，“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



议。出席会议的代表100多人，列席代表43人。县长邢白作入城8个月军

管和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广泛听取各界代表意见。并就筹备召开海安县第

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有关事宜，征询各界代表的意见，为改进政府工

作和召开海安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创造了条件。

1950年1月至1953年2月。海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历经4届．共

召开5次会议，为基本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治上、组织上更广泛

更密切地联系各阶层人民群众，完成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发挥了重要作

用。 ．．

1954年7月5日至6日，海安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o

1956年11月20日至22日。政协江苏省海安县委员会举行第一次

会议，宣告政协江苏省海安县委员会成立。县一届政协由15个界别组成。

成立时委员人数81名。张旭当选为主席；在县政协常委会领导下，建立学

习委员会，下设工商、医卫、教育、社会4个工作组，开展经常性的政治协

商工作。

1959年12月28日至31日。政协江苏省海安县第二届委员会举行

第一次会议。县二届政协由14个界别组成，成立时委员人数102名，邢白

当选为主席。在县政协常委会领导下，新建立了海安、曲塘、李堡、雅周、西

场5个综合组。1961年12月，邢白奉令调南通专署任用，县政协二届七

次常委会选举刁守坦为代理主席。

1962年8月23日至25日，政协江苏省海安县第三届委员会举行第

一次会议。县三届政协由14个界别组成，成立时委员人数123名，刁守坦

当选为主席。在县政协常委会领导下，重建文教、医卫、工商等工作组，恢

复海安、曲塘、李堡3个学习组。县政协三届十次常委会增补9名政协委
口
贝o

1964年11月1日至2日．政协江苏省海安县第四届委员会举行第

一次会议，刁守坦再次当选为主席。县四届政协由14个界别组成，委员人

数12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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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小组。1985年4月26日，县政协六届八次常委会决定，将16个地方小

组改为李堡区、西场区、海安区、曲塘区、雅周区、沙岗区、仇湖区7个委员

小组。县政协六届八次常委会决定。建立提案工作委员会。县政协六届六

次常委会增补8名政协委员。1985年4月，县政协六届十次常委会决定，

工商工作组更名为经济建设组。1986年3月。县政协六届十二次常委会

决定，建立妇幼、法制工作组。

1987年3月23日至29日，政协江苏省海安县第七届委员会举行第

一次会议，薛志忠再次当选为主席。县七届政协由13个界别组成，委员人

数208名。在县政协常委会领导下，建立了学习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

经济建设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以及工交工作组、财贸工作组、农业

工作组、科技工作组、教育工作组、文体工作组、医卫工作组、妇幼工作组、

祖国统一工作组、侨务工作组、法制工作组、民族宗教工作组和李堡区委

员小组、西场区委员小组、海安区委员小组、曲塘区委员小组、雅周区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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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沙岗区委员小组、仇湖区委员小组。1989年1月6日，县政协七届

八次常委会决定。建立三胞联谊委员会、文教卫体委员会、社会法制委员

会、群众团体委员会；经济建设委员会更名为经济科技委员会，学习委员

会更名为学习宣传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更名文史资料委员会；沙

岗区委员小组调整为邓庄、南莫小组，沙岗、白甸小组，仇湖区委员小组调

整为仇湖、墩头小组，瓦甸、双溪小组o 1989年1月6日．县政协七届八次

常委会决定将秘书处更名为办公室，为正科级行政机构，负责政协机关的

日常具体事务工作。县政协七届二次、四次常委会共增补政协委员4人o

1990年3月15日至21日。政协江苏省海安县第八届委员会举行第

一次会议，县八届政协由14个界别组成，成立时委员人数215名，朱知和

当选为主席。在县政协常委会领导下。建立学习宣传委员会、提案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业经济委员会、农业经济委员会、工商经济委员会、文
教卫体委员会、社会法制委员会、“三胞”联谊委员会、民族宗教委员会和

角斜地方政协小组、李堡地方政协小组、西场地方政协小组、大公地方政

协小组、海安地方政协小组、胡集地方政协小组、曲塘地方政协小组、雅周

地方政协小组、南莫地方政协小组、墩头地方政协小组o 1990年7月，县

政协八届二次常委会决定，建立科技兴县工作组o 1991年7月，县政协八

届六次常委会决定，设立委组工作室，为正科级行政机构o 1993年5月，

县政协决定，将委组工作室规范称为委组工作办公室。县政协八届二次、

四次、八次常委会共增补政协委员9名o

1993年2月8日至13日．政协江苏省海安县第九届委员会举行第

一次会议。朱知和再次当选为主席。县九届政协由16个界别组成，委员人

数219名。在县政协常委会领导下，建立学习宣传委员会、提案委员会、文

史资料委员会、工业经济委员会、农业经济委员会、工商经济委员会、文艺

体育委员会、医学卫生委员会、科技工作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社会法

制委员会、“三胞”联谊委员会、民族宗教委员会和李堡地区政协组、西场

地区政协组、海安地区政协组、曲塘地区政协组、雅周地区政协组、南莫地

区政协组、墩头地区政协组。1997年11月，经县委研究决定，县政协机关

增设经济科技委员会、提案委员会，为正科级行政机构。1997年11月经

县委同意设立的文史资料编辑部，为副科级事业单位(2003年2月．经县

委批准。文史资料编辑部人员依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o县政协九届四

次、九次、十五次常委会共增补政协委员3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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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月2日至5日，政协江苏省海安县第十届委员会举行第一

次会议，朱知和第三次当选为主席。县十届政协由16个界别组成，委员人

数235名。在县政协常委会领导下，建立学习文史委员会、提案委员会、经

济科技委员会、城乡建设、社会法制委员会、文教卫体委员会、海外联络委

员会。经济科技委员会下设：工业组、农业组、财贸组、工商组、科技组，城

乡建设、社会法制委员会下设：城乡建设组、法制组、群团组、民族宗教组。

文教卫体委员会下设：文艺组、教体组、医卫组，海外联络委员会下设：台

联组、侨联组，同时建立了李堡地区政协组、西场地区政协组、海安地区政

协组、曲塘地区政协组、雅周地区政协组、沙仇地区政协组o 1998年1月，

经中共海安县委同意．县政协委组工作办公室更名为县政协专门委员会

办公室。2001年2月，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翟厚才当选为主席。2001年

10月，为进一步理顺政协工作机构关系，经中共海安县委同意，对县政协

工作机构进行适当调整，调整后的工作机构为：办公室、提案委员会、经济

科技委员会(海外联络委员会与其合署)、城乡建设、社会法制委员会(文

教卫体委员会与其合署)、学习文史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部与其合署)o

以上机构均为正科级行政机构，同时撤销专门委员会办公室，文史资料编

辑部仍为副科级事业单位。各专门委员会都配备驻会工作的主任、副主

任，同时配备部分不驻会的兼职副主任。县政协十届五次、十一次、十五

次、十八次、二十三次、二十四次常委会共增补政协委员32名、撤销3人

的政协委员资格。

2003年1月3日至7日，政协江苏省海安县第十一届委员会举行第

一次会议，翟厚才再次当选为主席。县十一届政协由16个界别组成，委员

人数254名。县政协工作机构维持了2001年10月调整后的工作机构。县

政协十一届四次常委会增补政协委员8名。

从1956年11月到2006年2月，政协江苏省海安县委员会团结各人

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各界代表人士，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做了大量的工

作，有力地推动了全县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为全县

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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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和推动委员学习，使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方面的代表人士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保持认识上的一致，增进共同基础上的团结和合作。

县政协把组织和推动委员学习放在重要的位置。1956年县政协一成

立，就成立学习委员会，下设若干学习小组，通过制定学习计划，印发学习

资料，参加各种政治学校学习，开展参观调查，组织推动各界人士进行政

治理论和时事、政策的学习，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自我教育

和自我改造。1957年建立工商界政治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工商界人士离

岗进行短期政治学习。在学习中，县政协始终坚持自愿的原则，贯彻理论

联系实际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行“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

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

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共同追求真理的风气。“文

化大革命”中。县政协受到冲击，工作和学习一度停顿。1979年9月9日，

县政协组织恢复工作，建立学习委员会，完善学习制度，及时传达贯彻中

共中央和省、市、县重要会议精神。县政协通过编印《学习资料》，举办理论

讲座、形势报告会、专题培训班，进行专题辅导和讨论等形式，有计划地组

织政协委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学习时事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学习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在学习中，县政协

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采取学习与参观考察相结合、学习与知情出力

相结合、学习与教育提高相结合，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增强贯彻执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增强参政议政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县政协不定期举办科技讲座和业务讲座，努力提高政协委

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县政协举办政协理论研讨班，鼓励政协委

员联系政协工作的实际．对照时代的要求，不断探索新时期开展政协工作

的新思路、新方法、新经验，努力开创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二)围绕贯彻党委、政府大政方针的部署和统一战线以及全县社会

发展、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

能。

会议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一种基本形式。在县政协历届全体委员

会议和常委会议上，中共海安县委、县政府的负责人都到会通报情况。委

员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和“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围绕贯彻党委、政

府大政方针的部署和重要措施．全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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