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进市志

第一节 机构沿革

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进）,创建于民国34年（公元1945

年）12月。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具

有政治联盟性质、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是同中

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

1989 年 3月 29日，民进淮阴市委宿迁支部成立，选举蔡飞鹏为

支部主任，戴国华为支部副主任。

1999年 10月 31 日，成立直属民进江苏省委宿迁总支，选举产

生 6名总支委员，周龙斌为总支主任，李志宏为总支副主任。

2002 年 3月 12日，成立民进宿迁市委筹备委员会，召开民进宿

迁市委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选举产生6名筹委会委员，周龙斌为主

任委员。

2003年 6月 15 日,召开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民进宿迁一届市委，

选举产生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9名，周龙斌为主任委员,李志宏、鲍

瑞民为副主任委员。

2006 年 12 月 26日,召开民进宿迁市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0名，李志宏为主任委员，董振班、赵丽丽为

副主任委员。



2011 年 12 月 21日，召开民进宿迁市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三届市委，委员11名，李志宏为主任委员，赵丽丽、董振班为副

主任委员。

第二节 自身建设

一、组织建设

1989 年 3 月 29日，民进淮阴市委宿迁支部成立时，共有会员8

人;1999 年 10 月 31日，成立民进宿迁总支时，会员达45 人；2002

年 3月 12日，民进宿迁市委筹备委员会成立，会员63人 ；2003 年

6 月 15日,民进宿迁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时，会员94人；2006 年 12

月 26日,民进宿迁市第二届委员会成立时，会员人数达129人；2011

年 12月 21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宿迁市第三届委员会成立时，会员达

214人。同年底共有会员223 人，其中，男97人，女 126 人；教育

界107人，文化界12人，机关界别51人，司法界别 6人，其他界别

47 人。市委下辖四个总支和老会员直属支部，共二十个支部。

市民进按照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各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座谈纪

要》的精神和民进《章程》的规定，围绕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社会

服务的职能，注重在各个领域中发展高素质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入会，

并把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入会的基本条件。

在 223名会员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 40 人，中级专业技术职

称的132人。

二、思想建设



民进中央要求各级地方组织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努力提高

广大会员的政治素质，为此，民进市委成立之日起，就把组织会员学

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以及中央和省、

市有关统战工作的文件等，作为思想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正、副主

委和市委委员先学，带动基层支部的学习，开展学习心得交流，使学

习收到实效。市民进还针对会员阶段性思想变化、骨干会员的培养需

要和支部的特点开展思想教育工作，自2007年，每年都组织部分骨

干会员到中央或者省社会主义学院进行系统的理论培训，如，2009

年 9 月 19日-25 日，民进市委主委李志宏、副主委董振班、副秘书

长孙友军以及民进骨干成员王宿梅、张镭、龚媛、朱丽丽、吴梅娣、

胡志华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收到良好的效果。

从 2007年 8 月开始，用一年的时间，在全市会员中开展以“坚

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为主题的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以下

简称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通过学习和重温统一战线的历史，民

主党派的历史和民进的会史，深刻地体会到：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

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中，为了全中国人民的福祉，民主党派的唯一正确

的选择就是跟共产党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道上行。

从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史和中国民主党派史的学习入手，从历史

的角度，通过学习多党合作的历史和理论，认清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

路的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制度设计和目标取向，从中国的国情和历

史文化传统出发，充分认识我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优越

性，从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

参加民进中央开展的“六个为什么、七个怎么办”学习活动，我



市民进会员孙尤侠等两人获得民进中央奖励。组织老会员为年轻会员

开设会史讲座，进行爱党、爱国教育。邀请民进上级领导和有关专家

作专题报告，开展学习宣讲、恳谈交流、走访民进老会员、参观学教

基地、观看文献资料片等活动，使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和骨干会员，深

刻认识民进老一辈的政治信念、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深入了解国情

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与统

一战线、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理论的新论述、新观点,深刻领会中国

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特点和优势。

组织学习了“纪念‘五一’口号发表 60 周年”的系列活动，并

注重研读了原文。还编写了《统战知识小辞典》，编入了：民主党派、

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统一战线、新政协、旧政协、社会主义学院；

五一口号、下关事件；提案、信息、调研、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

治协商、十六字方针、一参加三参与、三在前三在先等百余个条目，

供会员们学习研究。

第三节 主要活动

一、参政议政

根据民进《章程》规定，民进宿迁市委成立以来，围绕中共中央

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参政议政，献计献策。

1989 年 3 月 29 日成立“五人小组”时，3 人担任原宿迁县政协

委员，1996 年成立地级宿迁市时，有 7人担任市政协委员，其中 4

人任常委，有2人担任市人大代表，其中常委和副主任各一人，2003

年，有 15名会员担任市政协委员，3名会员当选市人大代表，其中



周龙斌为人大副主任，鲍瑞民人为人大常委。2007年市人大、政协

换届，市民进有6人当选人大代表，其中华文峰为人大常委；李志宏

被安排为省政协常委，赵丽丽为省政协委员；有 20 人安排为市政协

委员，其中李志宏为副主席， 5人为常委。

以《民进中央关于加强参政议政能力建设的意见》为指导，规范

健全参政议政工作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针对

性和有效性，全面推进参政议政工作，先后承担或参与民进中央调研

课题两个，民进省委课题10个，市政府课题32个，这些调研成果转

化为提案、议案，部分建议受到省、市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两会”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建务实之言，献有用

之策，民进宿迁市委的委员们集中智慧和力量，着力打造精品提案，

共向政协提交个人提案266件，集体提案50件。《从运河文化抓起，

开发利用古运河》、《打击非法行医，整顿医药市场》、《整合资源，加

快发展宿迁旅游业》、《全力攻坚，打牢经济起飞的基础工业----财政

过百亿后的发展建议》等27件提案被选为大会发言。

通过广泛调研，认为旅游产业相对滞后，尤其是拿得出、叫得响

的项王文化产业，始终没有摆上城市发展的重要位置，在 2011 年 1

月召开的政协宿迁市三届四次会议上，民进宿迁市委员会作了题为

《加快项王故里建设，擦亮西楚文化的金色名片》的大会发言。对项

王故里的现状进行了缜密分析，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当年10月便启动了项王故里景区建设，计划总投资40亿元，



扩容近百倍。建成后将成为宿迁文化建设的亮点、旅游产业发展的亮

点。

以5.7%的委员人数，完成了20%至 25%的政协提案和大会发言，

立案率两次达到百分之百。

二、社会服务

对于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坚持影响大，效果好的原则，做出自己

的特色。充分利用会内资源，开展“三下乡”活动。市委会成立以来，

开展送教下乡十余次，受教学生五千余人；送医下乡（含散发医学常

识宣传单）十次，受益群众近万人；送法下乡十多场，受益群众近3

万人。

在“三下乡”活动的同时，积极拓展社会服务领域。为更好地、

长效、长期服务社会，2008年 1月 14日与宿豫区残联合创办了全国

首家民进“义工基地”，引起民进中央的高度关注，并发来贺电。多

年来，会员支持受灾群众、结对帮扶贫困学生、贫困户、残疾人三百

余人（户），帮扶财物达五万余元。

民进宿迁市委：

孙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