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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是各党派、各人民

团体、各界代表人物团结合作、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

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要更好地巩固、扩大爱国统一

战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

’心，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民主和法制建设服务，

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l

根据《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提出的指导思想与

编纂原更lI，人民政协东山区第九届委员会于1992年初成

立《广州市东山区政协志》编纂领导小组，经过一年多的

努力，对区政协的有关资料进行了搜集、核实筛选、归纳

分类、整理编纂成志．它是一部记述人民政协东山区委员

-会在建国后的42年．开展爱国统一战线的主要工作和活

动情况，是广州市东山区情资料文献的一部分，以期发挥

志书_存史，资治、教化一的作用。

皋《政协志》设三章四节九目编纂，分《概述》、《大

事记》、《机构设置及会议概况》和《工作活动》等几部份

进行记述．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

史观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南，中共中央《关于建

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按照。三新"

(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和。三性一(思想性、科学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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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的精神进行编写．
’

本《政协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广州市政协、区委

统战部、区编志办、兄弟区、县政协、区内各民主党派、’

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终使本志顺利编纂．这是集体力量 ·

和智慧的结果，也是团结合作的结晶。

妻孽套曼馨广州市东山区委员会治协商会议’川。!H小叫雎x烈压

1993年10月



凡 例

一、本《政协志》遵照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

室印发的《<广州市志>编纂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按

照。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力的原则进行编纂．

二、本《政协志》分三章共四节九目记述。采用述、

记、志、图、表、录等多种体裁，以志为主的方法编纂；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按年、

月、日顺序记述，连续多日的大事、要事一律在开始时记

述l I组织机构及会议概况》则采用表格式方法记述，以

达一目1然之效． ．

三、按照。详今略古、立志当代一的原更ll，并据当时

历史现状和东山区实际情况，记述的重点放在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

四、《大事留>依据现有资料择录较大较重要的事例

而记述．誓大事记>之。大"只就政协范围和东山区这一

特定地域而吉． ，

五、本《政协志>记述时间从1950年姑至1992年止，

共42年．下限时间按市政府决定由原来的1985年改为

1990年．因考虑到区政协第九届三年(1990——1992)届

限的实际情况，为保持连续性而延至1992年。

六、遵照“以事系会、以事系文、以事系人"的原则，

在记述政协工作活动过程中，举了一些具体实例，以体现

党的有关政策精神或引证说明某个问题。

七、本<政协志>所用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区政协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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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其次是区档案局，再就是市、区委统战部、区人大、

市委研究室、区工商联和教育局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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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种重要组织形
^
．氏o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950年2月下旬至

三月中旬，东山、前鉴、大东三个区各自先后召开第一届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6月24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东山、

大东、前鉴三个区合并成一区。称大东区。7月28日，大

东区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在1951年1月18日大东区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上，选举刘伯炎等16名代表(12个界别)组成广州市

大东区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简称协商委员会)。这

是东山区最早的政治协商机构。1956年7月，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广州市东区委员会(简称区政协)成立。从协

商委员会到政协，至1992年止，历经42年。40多年来．

在中共东山区委的领导下，区政协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各

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合作共事、参政议政的重要场

所．
J．

从区协商委员会到区政协第九届的40多年间，区政

协活动的开展大致可分为4个时期：
。

第一个时期，是协商委员会时期。从1951年1月至

1954年6月。区协商委员会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会期

间代行区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主要任务是协助区政府

贯彻执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巩固地方政权；开展

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对

一5一



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

反盗窃国家财物、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抗美援朝，以

及恢复国民经济，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

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1954年7月起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一

第二个时期，区政协成立(1956年7月)至1966年
’

5月“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闻。主要任务是继续贯彻巩
’

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组织各界人士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治，进行思想改造I

学习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等文章，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的方

__'．针；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三大改造"(农业、

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运动和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

执行；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稍

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进行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协助做好援越抗美、加强战备等工作。
． 第三个时期，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10

年间。人民政协和统一战线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停止一切

活动。

第四个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新的历史时

期。1979年5月25日，区政协正式恢复活动。经过拨乱

反正，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

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大大增强委员们和各界人士对党的向心力和对人民政协

的凝聚力。随着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和阶级状况的变化，

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指引下，爱国统一战线

不断发展壮大，人民政协活动范围更加宽广。委员们参政
一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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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政意识越来越浓厚，思想观念从。要我协商”逐步转变

到。我要协商一。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为维。。 j

护国家和社会安定团结，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推动社会主， ，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积极工作。1989年12月
’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

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公布后，在继续贯彻中共中央 ，·，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

强同各民主党派的联系；搞好合作共事，使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经常化、制度化I坚定不移按照。．-国两制"方针。4
促进祖国统一，进一步开展对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

‘

的联谊工作，争取海外友好组织和友好人士对我国社会 j

主义事业的理解和支持；紧紧围绕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 o

加强外引内联，努力把经济搞上去，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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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1950年

2月24,．．-,25日 东山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

开。

3月10～11日 前鉴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

开。

3月 大东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j

6月24日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7东山、大东、前鉴三

个区合并，称大东区。办公地点在东山署前路8号。

7月28"--29日 大东区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

开。

1951年

1月16～18日 大东区第三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在大东区政府礼堂召开。出席代表117人。区长刘步

霄在会上作《区政府工作报告》，区公安分局局长赵练作

《治安工作情况报告》。会议作出四点决议案：一、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拥军拥政；二、防袭防钻、巩固治安、搞

好冬防；三、健全基层组织、检查干部作风；四、土地改

革及市政建设。

大会选举刘伯炎等16名代表组成协商委员会。

5月23,--,24日 大东区第三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

一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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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协商会议召开。刘步霄在会上作《大东区人民政府四个月，．

．工作报告》。 一

12月15--19日 大东区第三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 一，

【· ，表协商会议召开；会议内容：一、抗美援朝支会半年来工
’

_．‘作报告；二、大东区人民政府半年工作报告与今后工作意．··：。

- ’’见；三、大东区公安分局关于治安工作鳟报告．．。．．
_

协商委员会成员由16人增选至23入。 。 1。 ，

、

f～
～- ，

． ，

’

r

，

．，
· 1952年．．

一

。． ．。

‘

√

}^

， 一
·

大东区第三届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协商会议召开’，，7

■ ，r

}

’

-

(缺资料)．， ’，

，

。

，’

‘

． 9月 大东区改称东区。 。

：

12月16"-18日 东区第三届第五次各界人民代表

协商会议召开。副区长廖志华在会上作《东区人民政府

1952年工作总结报告及1953年工作计划纲要的报告》。

大会作出三点决议：^、通过1952年的工作总结，一致

同意和拥护1953年的工作纲要l二、开展民主改革运动

及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三、贯彻执行婚姻法。
lt 。

．．

’
’

’
，’

． 1953年 ，

p ’

。’J 、

。

，

．

’
。

3月6～7日 东区第三届第六次各界人民代表防商

会议召开．中心议题是贯彻婚姻法。区委书记刘伯炎致开

幕词，副区长廖志华作《关于本区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

的报告。出席会议的代表141人。列席214人。
’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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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

●～

’

7月13一--19日 东区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界人民代表诛商
·

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部分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但东

区政治协商委员会仍作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继续 ◆

存在并发挥作用0‘
一

·。
．‘。．

缺资料j

7月23"-'26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东区

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东区培正小学礼堂召

开。出席委员49人，列席35人．卢寿山同志代表东区协

商委员会作《广州市东区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

委员会工作报告》。张谦同志主持会议并在大会作《加强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报告。大 。

会选举张谦为主席，吕光宪、林仲、何振贤(女)、张鸣

皋为副主席，甄敬民为秘书长。与会委员列席了区二届人

大一次会议，听取刘伯炎区长作《政府工作报告》。
’

’。

， ， j ：一． ’7一一
● ‘

1957年

5月17'-21日 东区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张鸣
，

’。。。lO-—-·

年

年

5

6

5

5

9

，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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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皋副主席作《东区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以来的工作报告》。

区委书记、区政协主席张谦在会上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问题结合当前东区存在的矛盾及提出解决办法》的

报告。
’

，
一

’

‘

}

3月31日～4月2日 东区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召开。

区委书记、区政协主席张谦在会上作《胜利完成整风，全

面加速大跃进!》的报告。出席会议的委员47人。列席54

人。4月Z日，大会作出关于撤销“右派分子”10人职务

的决定(1979年2月，区委依据中共中央[1978]55号

文件精神作出决定，对10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厨

志给予改正)。
一

’

7月1日～22日 全国统战工作匹级干部会议在北

京召开。区委统战部副部长甄敬民在会上作《政协广州市

东区委员会两年来的工作》的发言，‘j

9月7～1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东区

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林启文副主席代表

第一届常委会作《政协广问市东区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

告》，会议选举张谦连任主席，王鹏、甄敬民、林启文、陈

成、陈瑞元为副主席，甄敬民兼任秘书长，组成新一届领

导班子。与会委员列席区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听取区委王

鹏副书记在大会上作《目前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9

月10日，大会作出一致拥护周恩来总理《关于台湾海峡

地区局势的声明》的决议。



1959年

8月 东区政协--T$二次会议召开。林启文副主席代

表常委会作《政协广州市东区第二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以

来的工作报告》；与会委员．列席了区人大三届二次会议，
听取区长杨明作《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推动全面工

作大跃进》的报告：

1960年

8月，东区改称东山区。

11月16～1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东

山区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体会议在中山二路87号区

工商联二楼礼堂与区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合并召开。出席

委员103人。会议选举张谦连任主席，康炜、甄敬民、林

启文、陈成、陈瑞元、康宝绮为副主席，甄敬民兼任秘书

长，组成新一届领导班子。与会委员听取区委书记、政协

主席张谦作《政治工作报告》、杨明区长作《政府工作报

告》。

缺资料。

1962年

7月9～11日 东山区政协兰届二次会议在中山二
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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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87号区工商联二楼礼堂召开。孙华策副主席代表常委

会作《三届一次会议以来常委会工作报告》。与会委员列

席了区人大四届三次会议，听取区委副书记文迅作《关于

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孙乐宜副市长在会上发表了重

要讲话。 ·

．

． 12月4"--8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东山

区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山二路87号区工‘’

商联二楼礼堂召开。副主席康宝铸作《三届委员会常委会

工作报告》。会议选举张谦连任主席，文迅、孙华策、林

启文、陈成、陈瑞元、康宝铸、王者师、梁葆常为副主席．．

孙华策兼任秘书长，组成新一届领导班子。区委书记张谦

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副市长张瑞权应邀到会并

作了指示。

1963年

11月18--．,21日 东山区政协四届二次会议在中山，

二路87号区工商联二楼礼堂召开．，康宝铸副主席作《四

届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报告》。区委书记张谦在会上发表了

《关于国内外形势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与会委员列

席了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听取区长文迅作《继续广泛深

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争取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今

年各项生产(工作)计划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 ，

12月21～25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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