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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玉溪市志》的出版，这是政协玉溪市委员会总结历史经

验的一项可喜成果，是我市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

府十分重视修志工作。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指出：“修志工作是一项

不容易引起重视的工作。各级领导要把修志当作一项重要事业来

抓，并切实抓好。”1996年，在全国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李鹏

总理又指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帮助各级领导和社

会各界认识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有利于他们借鉴历史经验，作

出正确的决策，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政协玉

溪市第四届委员会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认真履行职能，充

分发挥作用，全面推进人民政协的工作，决定编纂《政协玉溪市

志》。于1995年3月成立了政协玉溪市志编纂委员会，并组织了

工作班子，开展志书编纂工作。经过两年多的艰辛努力，广泛搜

资，严谨编纂，几易其稿，于1996年9月完成初稿，送请有关领

导和专家学者审阅，先后于1996年lo月11日和1997年3月14

日召开《政协玉溪市志》审稿会。会后经认真修改，精雕细琢，始

成定稿。1997年3月28日，经市政协常委会审议通过《政协玉溪

市志》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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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玉溪市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存真求实，实事求是地记载了

政协玉溪县委员会、政协玉溪市委员会成立至今的发展历程，为

我们提供了一部比较全面、客观的政协历史资料。这对于运用马

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对于进一步做

好新时期我市的政协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

当前，我们正处在实施。九五”计划和实现2010年宏伟目标

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新的形势任务对人

民政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衷心希望政协玉溪市委员会的全

体委员，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指引下，在中共玉溪市委的领导下，把握时代的主旋律，讲政治、

讲学习、讲正气，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勇于实践，认真履行职

能，尽职尽责，同心协力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把

玉溪市建设成为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而努力

奋斗!

值此《政协玉溪市志》出版之际，谨向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

编纂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向关心、支持、热爱政

协工作的所有单位领导和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并希望继续对政协

工作给予关怀和支持!

赵锡洪

1997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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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玉溪市委员会志》简称《政

协玉溪市志》。

二、本志编纂全过程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以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理论为依据，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言之有据。

三、本志反映政协玉溪市(县)委员会总体情况，反映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玉溪市的贯彻执行情况，记

述玉溪市人民政协、政协各委组以及各族各界政协委员，履行“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基本职能的主要事绩。

四、本志上限为1950年3月，下限为1997年2月。大事记延

伸至1997年6月底。

五、本志以章、节、目为序，以述、介、图、表结构全书。横排纵

述，横排不缺项，纵述不断线，文字表述内容略详适宜。力求科学

性、思想性、史料性相统一。

六、机关、组织称谓为求行文简洁，阅读方便，除第一次必用全

称外，后则亦可简化称谓。如中国共产党玉溪市委员会、玉溪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政协玉溪市委员会、玉溪市人民政府、中

国共产党玉溪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此后记述

中，在无歧义时，可分别简称：“市委”、。人大”、“政府”、“政协”、

“纪委”等习惯称谓，余以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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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缩略语、行业术语，相同者只在第一次出注。

七、视察、考察和参政议政专题材料，全部采取浓缩改写，择要

摘述，但不违背当时实际和原文含意。

八、资料来源采自档案及其它有关文献，少数来自核对无误的

当事人口碑记录。

九、人名排列。政协常委、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政协委员族

别只在历届委员名录中反映。副主席及各委委员按发文顺序排列。

十、人物传依惯例生不立传，在已故政协委员中选列，按逝年

先后排序。

十一、受市(县)级以上党政系列表彰的历届政协委员名录，以

收到复印件为据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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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地处滇中腹地，距省会昆明市88公里。位于东经102。

17’32”至102。41 737”，北纬24。08730”至24。32718”之间。市境东与江

川县相连，北与晋宁县接壤，东南与通海县毗邻，西南与峨山彝

族自治县交界。玉溪大河横贯其间。玉溪坝子为一断陷盆地，由

东北向西南延伸。总面积1 004平方公里，市治所在地海拔1 630

米。1996年末总耕地面积18．5 274万亩，年内平均气温16．9℃，

无霜期261天，年降雨量882．1毫米，日照时数2 010．2小时，属

中亚热带半湿润凉冬高原季风气候区。植被葱郁，风和El丽，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适中，自然条件优越，史称滇中仓廪，经

贸发达。

建国后(1949年10月)，系玉溪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

在地，是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产水稻、小麦、油料

等粮食和经济作物，盛产优质烤烟，被誉为“云烟之乡”，各族人

民勤劳智慧，能歌善舞，被称为“花灯之乡”，又是人民音乐家聂

耳的故乡。国家列为对外开放城市。

玉溪历史悠久，唐代上元一年(公元760年)置温富州，元

代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设新兴州。辛亥革命后废州府制改

为新兴县。1913年改新兴县为休纳县。民国5年(1916年)改名

玉溪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建制先后设区、人民公社。随

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1983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改为玉

溪市。1987年底至今，全市设州城镇、北城镇、李棋镇、大营街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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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研和镇、春和镇、高仓乡、小石桥彝族乡、洛河彝族乡共6镇

3乡。下设办事处63个，村公所13个，农业合作社756个，城镇

居民委员会18个。1996年底全市总人口35．1 654万人，有汉、彝、

回、白、哈尼等30种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12．6％。

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一大法宝，玉

溪自土地革命时期起就有中共地下党从事革命活动，充分发挥爱

国统一战线的威力，重视团结和发动爱国民主人士，逐步在文化、

教育等界中开展工作，并利用学校和种种合法的集会、结社等形

式，宣传时局，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党的威望。1949

年5月，在玉溪县棋阳镇私立广文学校教师宿舍，成立了中国共

产党玉溪县委员会。同年5至12月，相继建立了任井、黑村、北

城、冯井等片区委员会和后裕区党支部。各级党组织以学校为据

点，大力发展秘密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并在地方上层人士

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力量，进一步形成了广泛的和平民主

反蒋统一战线，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一系列斗争，为迎接玉溪

的解放作了必要的准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通电起义。18

日玉溪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全面接管玉溪各级政权。玉溪各族

各界人士组织“拥政会”，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权，拥护人民

军队。玉溪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成立，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任委员。

1950年1月1 Et，玉溪县人民政府成立。同年3月，根据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全会通过的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组织通则的规定，玉溪县人民政府召开了首届一次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至1953年4月，共召开过四届六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先后选举产生过协商委员会、代表委员会、常委会。它是建国初

期玉溪县具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主要任务是共商征

粮剿匪、抗美援朝、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工农业

生产建设、文教交通等项工作。1954年2月，玉溪县第一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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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召开，至此，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完成其历史使命。

为继承和发扬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优势，团结全县各族

人民、各民主阶层、各人民团体、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建设社

会主义事业。1956年，中共玉溪县委根据中央、省、地有关文件

精神，结合县情，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于8月6日，召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玉溪县委员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成立政

协玉溪县委员会，选举产生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正、副主席。至

1966年共经历两届，担任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共19人次，任政协委

员人数共70人次。十年间，政协玉溪县委员会作为全县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的主要组织，在加强委员自我教育，推动各族各界人士

参与政治生活，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

意见和要求，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

1966年至1980年底，其间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致使政协

玉溪县委员会工作中断15年。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拨乱反

正，各项工作逐步得到恢复并出现勃勃生机。1981年2月，经省、

地委批准，恢复政协玉溪县委员会，召开政协玉溪县第三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选举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正、副主席9人，第三届

政协委员43人。政协玉溪县第一、二、三届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主要

是由中共、工商联、教育、文化卫生、科技、民族、宗教、社会知名人

士、台属、归侨、侨眷等界别组成。

1983年9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政协玉溪市委员

会的工作不断得到发展。各届分别为：1984年3月至1987年3月

为政协玉溪市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及正、副主席共19人，政

协委员121人；1987年3月至1990年3月为政协玉溪市第二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及正、副主席共21人，政协委员161人；1990

年2月至1993年3月为政协玉溪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及

正、副主席共25人，政协委员186人；1993年3月至1998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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