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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莱西市政协志》是《莱西市志》的一部分志。本

志的编写，以莱西市史志办公室编发的《方志基础知识>

和《资料撰稿员手册》为依据．力求运用新观点、新方法、

新资料体现出莱西市政协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反映出应有

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

有机统一。

二、本志的体裁以志为主，志、述、录、传、记兼用。

其框架结构的设计从现代化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

发．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的原则，划分篇、章、节、

目等层次。其中篇的编排，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届次

等按时间先后编排。第三至八篇中．按组织机构、重要活

动、大事记实分章，同时为避免重复，在大事记实中没有

再写重要活动中的内容。

三、本志的年代断限，一卜自1940年5月开始，下至

2004年12月。依据的资料，包括史实、人名、地名、年

代、数据、引文等．主要来源于1990年版《莱西县志>及

市档案馆、市政协文档资料以及采访实录。

四、由于编写水平有限．加之史料不全．错误和疏漏

难免，请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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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莱西市原称莱西县，1991年2月撤县设市。后唐庄宗

同光年间称莱阳县，至1941年2月析置出莱东县，本境仍

称莱阳县(习称莱西县)。后莱西县又析出莱西南县．到

1950年3月莱西南与莱西两县合并，称莱西县o 1958年

lO月．莱西、莱阳两县合并．称莱阳县。1961年10月，

莱西、莱阳两县分立o 1983年10月，莱西县南烟台地区

划归青岛市至今o 1988年被国务院定为沿海地区对外开放

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莱西市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协

莱西市委员会)的前身系莱阳县、莱西县临时参议会、莱

西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o 1940年5月13日．根据中共莱

阳县委决定，90余名名流士绅在原马连庄乡北山口村召开

会议，成立了莱阳县临时参议会o 1941年2月14日．析

置为莱阳(莱西)县、莱东县后，莱阳(莱西)县在原莱

阳县临时参议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莱阳(莱西)县临时参议

会．并于1945年9月9日在南岚村召开了莱阳(莱西)县

第一届参议会议o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o

<组织法》规定，只在中心城市、重要地区设立政协地方

委员会。当时，地方各级政协委员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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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会尚未成立．由已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

产生的省、市协商委员会、县常务委员会代行地方政协委

员会和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莱西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于1949年l 1月16日至20日，在水集小学礼堂召开，

党、政、军、民、学各界代表205名．选举产生了由15

人组成的莱西县政府常设委员会．从而取代了参议会制度o

1950年5月．莱西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由23

人组成的莱西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至1953

年2月．莱西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召开了11次。1954

年7月。莱西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莱疆县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终止o
’

根壬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关于在市和重点

县设立政协委员会”的规定．经中共山东省委和烟台地委

批准，1982年7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莱西县

筹备委员会成立，下设办公室。分组织、秘书、宣传、会

务4个组。分别负责委员协商、政协莱西县委员会成立的

准备、宣传和会务等工作o 1983年1月31日至2月3日

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o 2月3日．经92名委员投票

选举。选出了由27位委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选出了主席、

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标志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莱西县委员会正式成立。

政协莱西市(县)委员会自1983年2月成立，至2004

年12月31日，经历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

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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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规定的新时期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

政协莱西市(县)委员会自成立起，就明确树立了为经济建

设服务、为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三大任务服务的思想o

20年的时间里．政协莱西市(县)委员会始终在社会主义和

爱国主义两面旗帜下，贯彻执行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坚持对国家的各项

政策和莱西各方面重大问题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政治协商和

民主监督。政协莱西市(县)委员会成立初期，积极会同有

关部门认真为政协委员落实政策．大力推动各项统战政策

的落实．帮助各界人士不断解放思想，使参加政协的各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日益提高．

整体功能进一步发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不断完善．

广大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的内容、范围、形式和途径也不断丰富和扩大，协商、

监督的重点侧重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宏观决策和重大问题。1986年9月2日．中共

政协莱西县委员会党组<关于进一步搞好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的意见>，以及后来政协莱西市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加强和

改进政协工作的一系列文件．对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目

的、原则、主要内容、主要形式、基本程序及提高参政议

政水平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逐步走

一卜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

以后，政协莱西市委员会认真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进

行学习，积极支持中共莱西市委、市政府改革、开放和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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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的重大举措；积极参与莱西市经济发展规划的讨论

和协商；积极开展海外联谊活动．为莱西引进资金、技术、

智力牵线搭桥；积极推动和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开展各

种咨询服务活动；积极宣传我国加入WTO后给我们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议政府引导农

民调整种植结构，引导企业深化改革。转换机制，迎对挑

战。特别是2003年以来．市政协更加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把促进发展作为履行政协职能的第一要务，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确立的“全党抓经济、重点抓工业．突出抓

招商，着重抓效益”的工作思路．突出招商引资这一重点，

动员全体政协委员牢固树立项目是经济．T作生命线的观

念．积极利用业务链、产业链等方式进行招商，政协机关

及全体政协委员招商引资工作取得可喜成绩，为促进全市

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与此同时．还为巩同和发展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

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等建言献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其中，通过政协提案的形式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达277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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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机构

第一篇代议机构

(1 940年5月至1 949年1 1月)

日军入侵山东省后．国民党莱阳地方组织内部矛盾日

益激化。1939年1月29日，国民党鲁东行辕主任鲁斌与

莱阳保安团长刘东阳等被国民党山东第八区专员兼保安司

令厉文礼谋杀后，政局混乱。而被厉文礼收编的驻莱阳第

八区保安三旅旅长赵保原则乘机窃取莱阳县县长职务。赵

保原不抗日，专与共产党为敌．进攻共产党开创的抗日根

据地，疯狂捕杀抗日青年和抗日军人家属．并纵兵殃民．

抢粮捉丁o 1940年，赵保原公开投靠日伪．叫嚷“将共产

党赶出莱阳”o各地人民不堪忍受赵保原部的蹂躏．纷纷流

人抗日根据地。为拯救同胞，坚持对日伪斗争，巩固抗日

根据地，中共莱阳县委决定筹建临时参议会o 1940年5月

13 El，莱阳县各界名流士绅90余名．在马连庄乡北山口

村召开会议．成立了莱阳县临时参议会，选举中共莱阳县

委书记谢明钦为参议长，谭致堂为副参议长．参议员若干

名(多数为农村中开明士绅)o会议通过了<莱阳县临时参

议会成立宣言>和《罢免赵保原县长职务的决定>o 1941

年2月14 El，莱阳县析为莱阳、莱东两个县后，莱阳县在

莱阳县临时参议会的基础．卜召开会议．成立了莱阳县临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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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会，选举中共莱阳县委书记谢明钦为参议长．谭致堂

为副参议长。

莱西县第一届参议会于1945年9月9日在南岚村召

开。会议选举县长王西钊为参议长．刘炳晨、胡风吾为副

参议长。

莱西南县第一届参议会于1945年5月在礼格庄村召

开。会议选举盖益新为参议长，葛太东为副参议长o

1949年11月16日，莱西、莱西南两县召开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取代县参议会制度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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