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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三门县政协志》自2006年4月着手编纂，历时8个

月，数易其稿，终于即将在新年伊始，政协第七届三门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前夕问世了。 ．

政协三门县委员会自1984年4月筹备、5月成立以来，业已走过六届23年

光辉历程。23年来，县政协一直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突出“团结、

民主”两大主题，团结全体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通过例会、考察调研、建议案、

提案、民主评议、委员论坛、反映社情民意等载体，认真履行了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的职能。

23年来，县政协在中共三门县委领导下，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入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有力推进了党

委、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为三门的三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树立了政

协的形象，扩大了政协的声音。

23年来，县政协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坚持以委员为主体，以

专委会为基础，以各项制度为规约，切实推进政协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

化，在自身建设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三门县政协志》以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政协三门县委员会自

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是县政协23年的工作总结和经验积累，是记录昨天、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垂鉴后人的政协文化建设工程之一。

《三门县政协志》观点正确、文风朴实、内容系统、体例规范，具有志书“存

史、教化、资治”的作用。它的出版，为从事政协工作的同志提供了权威的史实、

成功的经验、不足的感悟。从而以志为鉴，不断提高履行职能的能力和水平，继

续开创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值此《三门县政协志》付梓之际，我谨代表县政协向为该书编撰出版作出努

力的所有编辑、审稿、校对和供稿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李先琦

于2006年12月



凡例

凡 例

一、《三门县政协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记述政

协第一至第六届三门县委员会各项工作活动。

二、本志首置序、凡例、概述、大事记，中设七章，采用章、节、目结构，末附文

献辑存。

三、本志采用记、志、表、录、照片等形式，以志为主，横j{h'-J类，纵叙史实。

四、入志资料来自县政协和党政有关部门文件、档案、工作简报、会议资料、

原始记录等。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五、本志上限为1984年4月8日成立政协三门县第一届委员会筹备小组开

始，下限至2006年6月政协第六届三门县委员会即将完成历史使命前，跨度近

23年。

六、本志文字为语体文。专用名称，全书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一律用习

惯简称。

七、委员风采入录范围为三个方面：1．获省部级荣誉称号或奖励者(包括科

技发明、文学、艺术、体育等)；2．有正高级职称者；3．上缴税金200万元以上的

企业家。入录者文字一般控制在5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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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县位于浙江省东部沿海。东濒三门湾，西枕天台山，南接临海市，北邻

宁海县，县以三门湾而得名。总面积1510平方千米，其中陆地为1000多平方千

米，岛礁、海域约500平方千米，人口40万余。境内海天雄奇，山川秀美，物产丰

饶，地理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交通便捷，经济发展逐步加快，有“三门湾，金

银滩”的美誉，是中国青蟹之乡。

三门县文化底蕴深厚，民风淳朴。考古发现境内新石器时期就有原始人使

用的石器和居住遗迹。文人墨客代有传承。宋高宗投琴健跳江，文天祥驻足仙岩

洞抗元，戚继光重修健跳城，在龙山大败倭寇，留下千古美谈。三门人民世世代

代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养成了勤劳、勇敢、淳朴、忠厚的民风。

三门建县历史较短。1940年7月，自宁海县析出东南部18乡镇、临海县东

北隅5乡以及南田县全部15乡镇，始置三门县。1949年2月17日三门解放，成

立三门县人民政府，是为中共创建的浙江省第一个县级人民政府。1952年，南田

区划归象山县。1958年10月，三门县并人临海县。1962年恢复三门县建制。县

城海游镇。

1984年4月8日，三门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有关文件的指示精

神，研究决定建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门县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李明都，

副组长吴昌宣，成员邵全甲、浦松堂、朱泰生。县委按照“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

方针，决定第一届县政协安排政协委员105人，由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工商

界、教育界等20个界别组成。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三门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84年5月12日在海游开幕。吴昌宣代

表主席团宣布一届县政协一次会议开幕，并致开幕词。县委书记林存廉宣布：经

中共浙江省委批准，建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三门县委员会。经过委

员无计名投票，选举出以李明都为主席的领导班子。会议期间共收到委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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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件。县委副书记、县长林祥生，省政协委员、地区统战部副部长马锡朗参加了

会议。5月14日上午，政协--r-J县第一届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

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门县委员会关于组织机构设置试行简则》。会议还

讨论通过《政协_-r-i县常委会工作制度若干规定》。因一届县政协一次会议没有

常委会工作报告，为了开展工作，6月12日第二次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1984

年下半年政协工作的意见》。

一届县政协一次会议与县人民代表大会八届二次会议不是同时举行，为了

发挥政协委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作用，县委决定全体政协委员列席县人代会，

因此1984年一年中就召开两次全体会议。同年7月11日，一届县政协二次会议

与县人代会同时召开，会期两天。1984年8月，县委批准建立中共三门县政协党

组。李明都任第一、二届党组书记，李楚轩任第三、四届党组书记，李先琦任第

五、六届党组书记。成员由党员副主席组成，第四届后，秘书长进入党组成员班

子。

1985年5月28 El，一届县政协三次会议先于县人代会一天召开。吴昌宣副

主席受一届县政协常委会委托，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全体委员列席县第八届人

代会第二次会议。委员发言作为大会的重要内容列入大会议程。lO位委员对化

工、教育、水利、医卫、改革、农业、电力等方面建言献策。

1986年4月22日，一届县政协四次全体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林存廉到会讲

话。此后，每年全体会议县委书记都到会讲话。这次会议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

和技术骨干30人列席。

二届县政协一次全体会议于1987年6月8日至13日召开。县委安排政协

委员133人，代表20个界别。县委书记、副书记、人大主任、代理县长、纪委书记、

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会议期间，听取县委书记林存

廉和省政协驻台州地委联络员马锡朗讲话。大会选举了以李明都为主席的领导

班子。这次会议除了例行议程外，在4月21日上午增设和县委、县政府领导开

展民主协商对话会议程。政协委员就三门发展的大计方针，老百姓普遍关心的

焦点、热点、难点问题和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直接开展对话。为县政协开展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活动，提供了好的形式。

1987年6月20日，二届县政协第一次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常委会下设机构，

保留第一届10个工作组，增设提案工作委员会、学习委员会、经济咨询服务部

三个机构。提案工作委员会、学习委员会作为驻会常设机构，为县政协专职委员

设置之始，主任委员由副主席兼任。经济咨询服务部制定了章程，明确服务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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