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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鄂州政协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本着

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详近略远的方法编写而成的。它真实地撰述

了鄂州政协的历史与现状，具有鲜明的资料性和现实性。

《鄂州政协志》记述了从1 950年2月鄂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的召开到1 989年4月政协鄂州市第一届委员会任期满时的历史(其

中市辖区政协组织截止1 989年召开的全体委员会议)。全书分概

述，机构沿革、鄂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协鄂城县委员会成立

后的前十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协鄂城县和政协鄂城市委

员会、政协鄂州市委员会、市辖区政协组织、大事记、附录等共九

章、四十节。由于“文化大革命”前的资料残缺不全，有的资料无

据可查，故缺第三章“鄂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的第一节鄂城县

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四次会议内容、第二节鄂城县第二届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三次会议内容、第三节鄂城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一至三次会议内容和一届一次、三届一次、三届四次会议代表组

成情况，以及各次代表会议产生的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

委员名单；缺第四章“政协鄂城县委员会成立后的前十年”中的第

五节政协鄂城县第二届委员会第Z-次全体委员会议和第十二节政协



鄂城县第五届委员会的主要工作．

“彰往察来，鉴古知今。，在当前，《鄂州政协志》能给我们

的政协工作提供很好的历史借鉴，就是对于巩固和发展我市的爱国

统一战线、为祖国统一大业、为加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进程，将发挥着积极作用。

编写政协志，史无先例，系属首纂，自成特点，再加之笔者水

平不高，文化历史知识有限，难免有不妥之处和出现遗漏，错误，

敬请同志们阅后不吝指正，以便在今后续修时补充订正。

本志的编写是在市政协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市政协已休息

的老领导王兴海、肖良恺、李信、郝启明等同志的关怀和帮助’F，

市政协副秘书长、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黄顺理主持，由潘仕良执笔

编写，最后经市政协分管文吏资料工作的副主席阮宝洲审查定稿。

在编写和审稿过程中，蒙市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协助，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张德灿、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李守宜、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

任杨立才，从事统战政协工作多年的阮习之、李世清、徐国华、王

瑞林、戴廷、秦炳卿、洪竹书、余复轩等老同志，以及市政协领导和

机关同志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诚挚地感谢。

编 者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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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概 述

；凸巴

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鄂州市委员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组

织，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代表组成的爱

国统一战线组织。鄂州市政协的历史是光荣而又曲折的，它是在原鄂城县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鄂城县政协、鄂城市政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1950年2月原鄂城县各男人民

代表会议的召开，蛰]1954年7月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时止，这是鄂州市

政协的前身。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告结束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

定，在中共鄂城县委的领导下，经过充分酝酿和积极准备，政协鄂城县委员会于1956年

3月宣告成立。1960年7Y]至1962年1月，因体制的变更，鄂城县改称鄂城市，政协组织

也称之为鄂城市政协(届别不变。为了与1981年划鄂城城区为鄂城市后成立的鄂城市政

协相区别，在后面的章、节中也称鄂城县政协)。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政

协组织被迫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政协于1981年1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与此同时，由于1980年1月鄂城城区划设鄂城市，鄂城市政协也于1981年12月成立。为

此，鄂城县、鄂城市政协并存。1983年8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鄂州市(省辖市)，

由鄂城县、鄂城市、黄冈地区黄冈县的黄州镇组成。鄂州市成立后，在中共鄂州市委的

领导下，经过积极的筹备和各方的努力，于1984年7月建立了鄂州市政协。

人民政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本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的共同纲领，按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进行工作。它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完善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作用。

在政协组织成立以前，由1950年2月召开的鄂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起

履行鄂城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由它产生的常务委员

．会履行其职权。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常委会，代表全县人民的意志，广泛联系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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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代表，协商全县的政治、经济、人事安排等重要事宜。

它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政协组织成立以后，根据本身的业务特点，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结合形势的需

要，组织和推动全体委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时事政治，学习统一战线理

论及人民政协组织的性质、地位、任务和作用。通过学习，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认清

了形势，明确了方向，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责任感。

政协组织为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作用，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经

常参与县、市政治生活及人民群众生活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列席县、市人民代表大

会，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及其它有关报告，并根据县、市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提案、建议和意见，为县、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作

出了贡献。

政协组织还发挥了“综合人才库"的作用，在各个不同时期，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

作，开展了各种服务活动，如进行调查研究、参观视察、学术讨论、咨询服务、传播信

息、举行报告会、专业人员培训等，从不同的侧面，为县、市各项事业服务。

政协组织还围绕振兴经济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开展了人才、技术、资金的引进工

作，以及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的联络和对台(湾)的宣传工作。还协助有

关单位落实了各项统戗政策，接待去台人劂一侨，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

政协鄂州市委员会成立以后，开展了文史资料的征集、编辑、出版工作。五年中，

共征集各类史料80余万字，编辑出版了《鄂州文史资料》3辑，为研究鄂州的近代史、

现代史提供了资料，并团结了各界人士，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影响，在推动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中国人民团结

战斗、建设祖国和统一祖国的一个重要“法宝’’，它将更加巩固，更加发展。作为统一

战线组织的人民政协，必须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大陆同胞与台湾同胞、港澳同

胞、国外侨胞的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

度，激发全市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爱国主义热忱，同心同德，为实现共同的目标，

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新的贡献。

2



第 = 章

机 构 沿 革

第一节 鄂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0年2月至1954年7Y])

鄂城县首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0年2月5日召开。1952年元月，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正式建立办事机构，蓟1954年2月的三届四次会议为止，四年多的时

间中，共召开了三届十一次会议。会期累计四十九天半，出席会议的代表据其中十次会

议的统计共3，006人次。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当时还没有产生鄂城县人民代表大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履

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民主选举产生鄂城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人民法院院

长。从一届一次会议起，选举产生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

委员。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休会期间的常设机构。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是传达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联系人民群众的机构。它听取

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批评和建议，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协商讨论并建议

政府的有关改革等重大事宜，向人民群众传达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协助人民政府动

员各界人民促进各项改革和推动中心工作的发展；团结和动员各界人民，恢复和发展生

产，投入革命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等各项工作中，都发挥

了它的积极作用。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联系各民主党

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鄂城县、鄂城市、鄂州市政协的前身。四年期间，

在党的领导下，它广泛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推动各界人士参加各种政治运动，

组织各界人士进行时事政治学习，加强自我思想改造，在发展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等方面，以及在民主建政、民主改革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3



第二节 政协鄂城县第一至五届委员会

(1956年3月至1966年5月)

1955年11y1，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在中共鄂城县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鄂城县委员会筹备小组”。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经过充

分酝酿和积极准备，于1956年3月召开了政协鄂城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到“文

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共召开了五届七次全体委员会议。

政协鄂城县第一届委员会(1956·3—1958·4)有正副主席6名。主席由鄂城县委

书记张金锟兼任，副主席李文明、黎炳元、夏瑞麟、孟阳明、余鹤年(1956年9月县政

协第3次常委扩大会上增补的)。驻会副主席黎炳元。

委员会秘书长张道文。

委员会下设；

一、办公室：秘书先后由李学贤、李世清担任。

二、学习委员会：学委会下设社会、工商、卫生三个分学习委员会。

三、四个工作组：即工商组、卫生组、教育组、社会组。工商组组长夏瑞麟，副组长李承

烈、秦炳卿，组员4人；卫生组组长余鹤年，副组长顾春樵、李绍斌，组员4人；教育组组长盂

阳明，副组长李子春、曹树帜，组员4人；社会组组长黎炳元，副组长张道文、汪馥萍，

组员4人。

政协鄂城县第二届委员会(1958·4—1961·12)有正副主席5名。主席由鄂城县委

书记石岗兼任，副主席李文明、黎炳元、孟阳明、余鹤年。驻会副主席黎炳元。

委员会秘书长阮习之(兼)。

政协鄂城县第三届委员会(1961·12—1963·6)有正副主席5名。主席由县委书记

刘江烽兼任，副主席王崇道、余鹤年、盂阳明、秦炳卿。驻会副主席余鹤年。

委员会秘书长阮习之(兼)。

委员会下设：

一、办公室：秘书戴赠。

二、学习委员会：学委会下设一个学习班和三个学习组，即工商组(下设若干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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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计94人)、文教卫生组(分为两个小组，计35人)、宗教社会组(24人)。

政协鄂城县第四届委员会(1963·6—1966·1)有正副主席5名。主席由鄂城县委

书记刘江烽兼任，副主席王崇道、余鹤年、孟阳明、秦炳卿。驻会副主席余鹤年。

委员会秘书长阮习之(兼)。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秘书张道文。

政协鄂城县第五届委员会(1966·1一“文化大革命”停止活动)有正副主席5名。

主席由鄂城县委书记王玉林兼任，副主席宁致祥、余鹤年、孟阳明、秦炳卿。驻会副主

席余鹤年。

委员会秘书长阮习之(兼)。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秘书张道文。

第三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协鄂城县委员会的

恢复和发展，以及政协鄂城市委员会的成立

<1981年1月、12月)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疯狂地破坏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人民

政协工作，使政协工作长期陷于瘫痪状态。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党采取了积极地拨乱反正措施，我国进入了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的新

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贯彻执行八

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中，统一战线工作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党的一大“法宝，，。

为了加强统战工作，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在中共鄂城县委的领导下，经过积极筹备和充分

酝酿协商，于1981年1月恢复了鄂城县政协，并召开了政协鄂城县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到1983年8月，由于体制的变动，建立了鄂州市，在为期两年多的时间里，共召

开了三次全体委员会议。

与此同时，1979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划鄂城城区为鄂城市。鄂城县，鄂城市并

存。鄂城市成立后，在市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市政协筹备小组"，经过积极努力，

于1981年12月，召开了政协鄂城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直到1983年8月建立鄂州

市时为止，近两年的时间中召开了二次全体委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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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政协鄂城县第六届委员会

(1981年1月至1983年11月)

政协鄂城县第六届委员会有正副主席7名，主席由鄂城县委副书记张德灿兼任，副

主席陈少铭、罗觉之、胡学炳、洪竹书、梁炽昌(1982年3月六届二次全会增补的)、吕

克克(1')82年3月六届二次全会增补的)。驻会副主席陈少铭、梁炽昌、胡学炳。

委员会下设：

办公室：主任郭俊(1983年6月由县委任命，未到职)，副主任郑力平、姜昭文，

干部傅友清。

驻会常委胡汉生。

第五节政协鄂城市第一届委员会

(1981年1219至1983年10月)

政协鄂城市第一届委员会有正副主席3名，主席郝启明，副主席李守宜、谢平。

驻会副主席李守宜。

委员会下设：

一、办公室：副科长李齐洲，干部李明锋。

二、五个工作组：

1．科技组：组长乐习渔，副组长6人，组员11人。

2．教育组：组长谢平，副组长2人，组员6k。

3．文化卫生组：组长闵剑秋，副组长2人，组员7人。

4．工商财贸组：组长程子修，副组长2人，组员3人。

5．对台、宗教、民族组：组长曹继安，副组长3人，组员5人。

1983年3月二次全会后调整为7个工作组，鄢科技、工交、教育、文化、卫生、工商财

贸、对台宗教民族等7组。各组组长分别由乐习渔、曹继安、谢平、闵剑秋、魏北涵、程

子修、苏新民担任，其他成员也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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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政协鄂州市委员会的成立

(1984年7月)

198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鄂州市(省辖市)，由原鄂城县，鄂城市、黄冈

地区黄冈县的黄州镇组成。在中共鄂州市委的领导下，1984年1月由市委统战部牵头，

成立了鄂州市政协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王兴海任组长。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章程的规定，经过充分酝酿和积极准备，政协鄂州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984年7月在鄂城举行，宣告政协鄂州市委员会成立。至1J1989年4月，一届委员会召开了

五次全体委员会议。

第七节 政协鄂州市第一届委员会

(1984年7月至1989年4月)

政协鄂州市第一届委员会有正副主席13名，主席由市委副书记王兴海兼任(1986年

2月按省委的安排任专职主席)，副主席杜龙林、肖良恺(1987年5月在一届四次全会

上，因年事已高辞去了常委、副主席职务)、李信、吕克克、黄海鹏、郝启明、黄锦

昌、李海书、万大谋、李寿宁、马应堂(1986年6月一届三次全会增补的)、徐扶焕

(1987年5月一届四次全会增补的)。驻会副主席肖良恺、李信、郝启明、马应堂、徐

扶焕。

委员会成立了中共党组，王兴海主席任党组书记，杜龙林、肖良恺副主席任副书

记，李信、马应堂(1986年6月增补的)、郝启明，徐扶焕(1987年5月增补的)副主席

和曾轶前秘书长为成员。

委员会秘书长曾轶前，副秘书长罗觉之、盛清华(女)、祁中弼(1987年7月增补

的)。

委员会下设一室五委；

一、办公室；主任童树模，副主任黄顺理、胡利华(女)。

办公室下设秘书、组织联络、行政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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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组委员会：主任先后由副主席肖良恺、马应堂兼任，副主任由兼职副主席

黄锦昌和驻会常委陈少铭兼任，委员10人。

工作组委员会下设10个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均为兼职。

1．科技组：组长丁济川，副组长余启贞、万大谋、曹山青，组员33人。

2．教育组：组长梅培贵，副组长夏被民，韦荣茂(女)、蔡锦华，庞大岳，组员

21人。

3．工商经济组：组长高东华，副组长彭春先(女)、秦炳卿、罗振华，组员13人。

4．文体组：组长夏廷铎，副组长宋月生、王祖泉，组员11人。

5．农业组；组长廖春泉，副组长廖友贤(女)、柯鼎雄、李寿宁，组员lo人。

6．城乡建设组：组长李水洲，副组长王树清、谈之安、王敏慧(女)，组员

4人o

7．医药卫生组：组长冯炳山，副组长洪竹书、王志鹏、宋光珊(女)，组员7人。

8．妇女组；组长孙水娥(女)，副组长盛清华(女)、杨桂兰(女)，组员4人。

9．民族宗教组：组长李郁敏，副组长秦汉铃，龚明慧，组员4人。

lO．法制组：组长赵中骥，副组长陈琢、毛肇华，组员5人。

1984年5月，经市政协第4次常委会讨论通过，增补盛清华副秘书长兼任工作组委员

会副主任。8月，根据委员的要求，并结合委员的专长和特点，分别在科技、工商经济、

农业、城乡建设、医药卫生、民族宗教等6个工作组中增加了23名成员。

1986年5月，在政协第10次常委会上，决定将原来的工商经济组分为工商、经济两

组，高东华、钟荣昌分别担任组长。同时还邀请了吴玉叶、余忠汉、熊家汉等非委员人

士分别担任妇女组、城乡建设组、教育组副组长。

三、提案工作委员会：主任由副主席郝启明兼任，副主任由兼职副主席李海书和驻

会常委梁炽昌兼任，委员lO人。

四、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由兼职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杜龙林兼任，副主

任由兼职副主席吕克克和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李守宜兼任，委员6人。

1985年11月，经政协第7次常委会讨论通过，增补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黄顺理兼任

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五、学习委员会：主任由副主席李信兼任，副主任由兼职副主席万大谋和市委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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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副部长张德灿兼任，委员7人。

1985年11月，经政协第7次常委会讨论通过，增补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胡利华(女)

兼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六、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由兼职副主席黄海鹏兼任，副主任由兼职副主席李寿宁

和副秘书长罗觉之兼任，委员4人。

1986年7月，经政协第11次常委会讨论调整，罗觉之兼任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黄顺理兼任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随着国家体制改革形势的发展，政协队伍不断扩大，政协机构也随之作了调整。

1987年7月，在市政协第18次常委会上，协商通过了政协党组《关于减少政协办公室领

导层次的报告》，免去童树模、黄顺理、胡利华(女)等三位同志办公室正、副主任职

务，重新任命为市政协副秘书长。同时还决定，为减轻驻会和兼职副主席的工作负担，

再不兼任五个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职务，只分管各委员会的工作，即：马应堂、黄锦昌

副主席分管工作组委员会的工作，郝启明、李海书副主席分管提案工作委员会工作，杜

龙林、吕克克副主席分管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工作，李信、万大谋副主席分管学习委员

会工作，徐扶焕、黄海鹏、李寿宁副主席分管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任命罗觉之任祖国

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清华(女)任工作组委员会主任，祁中弼任提案工作委员会主

任，黄顺理任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胡利华(女)任学习委员会主任，童树模分管政协

办公室秘书科和协助秘书长处理办公室日常事务。会上，还增补了非委员人士程敬钧、

姜昭文分别为民族宗教组副组长和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

为了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进一步活跃人民政协工作，1988年5月，经市政协第

24次常委会协商讨论，并参照全国和省政协的有关精神，决定在市政协机构中改变工作

委、组并存的形式，撤消工作组，改设提案工作、学习、经济、文史资料、祖国统一联

谊、教科文、法制、医卫体、工青妇、民族宗教等十个专门委员会。同时，将原来的市

政协办公室主任这一领导层次减掉后，保留办公室，由秘书长直接领导。办公室下设的

三科，只保留秘书、行政两科，撤消组织联络科。6月28日，市政协党组又将原已撤消

的组联科改设政工科。

1988年9月，在市政协第25次常委会上，协商通过了十个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和委员名单。到1989年4月政协鄂州市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市政协内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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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设置与人员安排情况是：

委员会秘书长曾轶前，副秘书长罗觉之、盛清华(女)、祁中弼、童树模、黄顺理，

胡利华(女)。

一、办公室，办公室下设三科：

1．秘书科：科长李明锋，副科长韩瑞鹏，工作人员3人。

2．政工科：科长宋耀正(原组联科科长李齐洲，副科长傅友清分别于85年2月、9月

调出)。

3．行政科；科长陈传声，副科长陈云银，工作人员2人，司机6人(原行政科副科长

龙忠文于85年6月调出)。

二、提案工作委员会：主任祁中弼，副主任刘善文、何志刚、王敏慧(女)、张全

文，委员9人。

委员会副科长胡汉生。

三、学习委员会：主任胡利华(女)，

委员会副科长刘祥云。

四、经济委员会：主任盛清华(女)，

钟荣昌，委员14人。

副主任李宗朴、江声涛，委员5人。

副主任李水洲、秦炳卿、高东华、廖春泉、

委员会副科长柯红。

五、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黄顺理，，副主任杨景亨、李振波，委员4人，

委员会科长潘仕良。

六、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主任张德灿(兼)，副主任陈建民、杨祖虎、易良才，

委员4人。

委员会副科长梁鄂淮。

七、教科文委员会：主任童树模，副主任丁济川、夏廷铎、余启贞，委员16人。

委员会科长郭学涵，

八、法制委员会；主任梁炽昌，副主任赵中骥、陈琢，委员5人。

委员会副科长郑细山。

九、医卫体委员会：主任陈少铭，副主任宋月生、冯炳山、洪竹书、房静(女)，

委员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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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科长郭学涵(兼)。

十、工青妇委员会：主任吴玉叶(女，兼)，副主任孙水娥(女)、方桂英(女)，

委员4人。

委员会副科长郑细山(兼)。

十一，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程敬钧(兼)，副主任姚源森、秦汉铃，委员5人。

委员会副科长梁鄂淮(兼)。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均为兼职。

1988年10Je]25日，在政协主席办公会上，确定王兴海主席主持全面工作；杜龙林、

吕克克副主席分管祖国统一联谊和民族宗教委员会工作；李信、黄海鹏副主席分管学习

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马应堂、黄锦昌、万大谋，李寿宁副主席分管经济委员会工

作，郝启明副主席分管提案工作、法制和工青妇委员会工作；徐扶焕、李海书副主席分

管教科文和医卫体委员会工作。

政协机关至市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共有干部职138人，其中正副主席5人，

副市级离休干部1人，正副秘书长和专门委员会主任以上的干部9Jk，正副科长12人，其

他干部职T．11人。在机关干部职工中有中共党员29人。机关内还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工

会。

1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