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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李福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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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重要

形式。政协马鞍山市委员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

地方委员会，成立于1965年1月。几十年来，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鞍山市政协在邓小平理论的指

引下，在中共马鞍山市委的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

主义两面旗帜，团结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

人士、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认真履行职能，充分发扬民主，

为推进我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维护安定团结的政

治局面，宣传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

战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鞍山政协志》正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翔实记载马鞍山市政协和所辖区、县政协组织成立以

来的组织发展、工作例会、履行职能、委员学习、祖统联

谊、文史资料、工作交流、制度建设等情况的第一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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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志书。全书九章22节，约20万字，内容全面、实在，

．它充分证明了人民政协的独特优势和其他组织不可替代

的作用。其经验和教训，无疑对做好今后政协工作将起

到资政、借鉴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载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o《马鞍山政协

志》的编纂出版正值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之际，愿这本新

志书对关心和支持政协工作的全市各级党政领导和全市

各界人士，以及广大政协工作者能有所启迪，为我市政协

事业的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o ．



论为指导o ，

’

二、本志由概述、专业各章、大事记及附录组成。专

业各章着重记述马鞍山市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能的史实，同时反映委员学习、促进祖国统

一、编纂文史资料和开展横向交流工作，以及市、区、县政

协组织机构等情况。附录选载有关马鞍山市政协工作的

重要文件o
．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记、述、录、表诸体。概

述，夹叙夹议；专业各章，直陈其事，寓观点于史实之中；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

四、本志断限时间，从1965年元月起，至1998年12

月止。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文件、档案、报刊和有关史料书

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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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结成了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

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由全体社会

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

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

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时期，爱国统一

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更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仍然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战斗、建

设祖国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一个重要“法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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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重

要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马鞍山市委员会(以

下简称政协马鞍山市委员会或马鞍山市政协)，是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委员会，成立于1965年元月7日。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使刚刚开展工作

l、



才一年多的政协马鞍山市第一届委员会被迫停止了一切

活动，直到1975年才恢复部分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人民政协的工作进

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80年1月24日，马鞍山

市政协二届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召开，掀开了马鞍山市民

主政治建设崭新的一页。

组织建设迅速发展。坚持以xIjd,平同志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紧紧围绕经

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工作机构，先后设立了文史和学

习、提案、经济科技、社会法制、台港澳侨、文教卫体等6

个专门委员会和一个综合办公室，成立了离届老委员联

谊会；向山区、花山区、雨山区、金家庄区、当涂县也相继

成立了政协委员会，设立了31个政协乡镇联络委员会。

全市现有市、区、县政协委员848名，其中市政协委员266

名，代表了全市各党派、社会团体、少数民族、宗教、经济、

科技、医卫、文化、教育、体育、新闻等27个界别。

履行政协职能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20年来，马

鞍山市各级政协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

定，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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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推动马鞍山市社会、政治进步

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o
。

-。

开展政治协商，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o 1980

年以来。马鞍山市政协分别采取召开全委会、常委会、主

席会和专门委员会议等多种形式，先后就马鞍山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七五”计划、“八五”计划、“九五”计划

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科技兴市”战略纲要，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的意见，机构改革方案，城市总体规

划方案，城市重点道路建设方案，劳动体制改革，公费医

疗改革方案，吸引外资、台资优惠政策方案，以及每年的

“一府两院”工作报告草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题

协商讨论，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为市委和市政府科学

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1993年8月，中共马鞍山市委、市

政府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市委、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市

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对口联系与协商制度的意见》，1994年

12月，中共马鞍山市第五次党代会提出：“努力形成党委

决策、政协协商、人大决定、政府执行的规范性格局”o使

政治协商进入马鞍山市的决策程序之中，进一步促进了

马鞍山市政治协商的规范化。

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新时期，马鞍山市政

协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时将工作重点

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找准位置，选好角

度，发挥人民政协“揽八方之俊杰，集各界之精英”的优

势，通过重点调查、专题视察、技术咨询、项目评估、工程

3



论证等多种形式，为马鞍山市的经济发展宏观上献计，微

观上出力。先后提出了马鞍山市城乡结合部排涝水费征

收、依托马钢优势发展冶金机械工业、加快旅游业发展、

个私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壮大全市个体私营经济和

抓住机遇发展我市高新技术产业等一系列重要建议案；

关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振兴地方工业、稳定

粮食生产、企业集团化、建设开发区等一批意见和建议。

许多建议和意见被市委、市政府采纳，促进了经济建设的

发展。还利用政协委员中“三胞”眷属多。与海外联系广

等优势，积极做好招商引资的牵线搭桥工作。

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o 1980年

以来，马鞍山市各级政协始终把履行职能作为中心环节

来抓，积极探索，努力实践，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围

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城建等事业发展，

组织委员开展了专项调查、视察近千次，提出提案4460

件，反映社情民意信息181条，广泛集纳民智和各方面意

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开展对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的视

察，受聘担任特邀监督员、检察员，履行民主监督职能，促

进了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行政水平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征

集、编纂、出版了两百余万字的文史资料，为存史、资政，

促进我市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了人民政协文史工作的

特有作用o

，巩固和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1980年市政协全面恢
4



复工作后，充分发挥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作用，积

极投入到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工作之中，会同统战部门对

政协委员中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处

理，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解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激

发了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爱国热情。大力开展祖

统联谊活动，通过组织举办每年一次的中秋茶话会、各界

人士迎春茶话会等活动，广交新朋友，深交老朋友，不失

时机地宣传党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和党

的对台工作及港、澳、侨务工作政策，宣传我国改革开放

和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增进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对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发展两岸关系的共识，促进祖国统一大

业。委员学习工作不断加强。采取组织学习和自我教育

相结合，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和推动

委员及各界人士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Xljll,平理

论，统一思想，增进共识；及时传达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增强委员明方向、辨

是非、识大体、顾大局的自觉性；定期邀请市委、市政府及

有关部门通报工作情况，举办现代科学技术讲座和国际

国内形势报告会等，使委员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工作的

动态，更好地知情出力、参政议政。创办了《江东时报》，

宣传政协工作，反映广大委员的心声和活动情况，起到了

推动工作和联系委员的桥梁作用o

35年来，马鞍山市政协在中共马鞍山市委的领导下，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弘扬团结与民主两大主题，认
5



“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

人民政协是我国社会主

大特色。随着人民政协

市政协必将以新的姿态

市发展史上写下更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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