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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中山县的政治建设（二）

统一战线工作的初步开展

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实施，逐步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党

和国家肩负的一项历史任务。在实施这些改造的过程中，必

须面对如何处理好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在我国全面

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的基础

上，仍需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联盟关系；

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1954年秋，

中共中山县委、石岐市委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和上级的部署，

设立统战部，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作重点。

在中山县委直接领导下，统战部门协同有关单位，把

对私营企业改造和对资本家的改造紧密结合，开展大量工

作：一是在全县工商界普遍深入地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

宣传教育，详细解释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前途等问题，使资本家知道“只要尽职尽

力，不是唯利是图，政府和工人阶级就会使资本家有职有

权，有利可得”，“可以和平地自然地进入社会主义”。经

过一系列宣传学习，私营工商业者大大减少了疑虑，基本

上接受了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二是做好私营工商

业企业的调查摸底，制定公私合营工作计划和有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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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对私改造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减少对社会主义经济的

影响。三是妥善处理合营企业的清产核资工作，安排好在职

的私营工商业者的工作，解决好他们的福利待遇问题。这对

顺利完成全县私营工商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重

要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显示出我国政治形势发生

了根本变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

1956 年 3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对

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应采取的新方针，作了明

确分析和规定，提出“教育工作已经成为今后统战工作的

中心任务”，“充分估计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

级分子的进步”，“要分别不同情况，给予应有的信任，

分配以适当的工作，帮助他们做出成绩。对合营企业的资方

人员，应当领导他们积极参加生产、经营和企业改革。”

为了统一思想，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加快中山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传达

贯彻中共中央、广东省委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时，中山县委决

定在党内进行一次系统的统一战线工作教育，明确统一战

线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这些传达学习的会议包括：县机

关各部、委、办、局的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县属机关全体党员

会议，区委书记（区长）会议；此外，在城镇工作会议上

向与会的镇长、区供销社主任、县工商联干部进行了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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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县宣传工作会议上向抓政治思想工作的乡支部副书记

以上干部进行了传达。传达的内容，重点是毛泽东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讨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时的讲话，深刻理解毛泽

东关于工人阶级跟资产阶级的联盟的论述；懂得保持同资

产阶级的联盟，不是为了保存资产阶级，而是为了工人阶

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大意义。中

山县委反复强调：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党在过

渡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立足点。要解决党内一些干部把统一

战线当作包袱的模糊思想，认识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

遵照中共中央的路线和指示精神，中山县委制定了一

系列适应新形势的统战政策和措施。

一是全面配备统一战线的干部，健全统一战线所属各

部门的机构。如配置专职统战干部、增设统战工作机构等；

还新设立了华侨服务站，专门做好对华侨、归侨、侨属的服

务工作。

二是妥善安排民族资产阶级和非党的知识分子。如爱国

华侨伍少庭、县人民医院院长程观树、工商联主委李世衍等

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都被安排参加县政协工作。

与此同时，中山县委统战部还推荐部分民主党派人士

为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筹备召开县的第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时，原计划按第一届人大的代表名单不予变动。后来中

山县委按省统战工作会议精神重新对照，认为有三点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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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一、民主人士、统战对象人数太少，全县 393名人大

代表中，民主人士、统战对象只有 20名，仅占 5%；二、具有

代表性的统战对象未安排进去，却安排了一些缺乏代表性

的人士，他们在实际工作未能发挥作用；三、在酝酿统战对

象为人大代表时，原先过于侧重审议其历史是否单纯，而

不是主要考虑其代表性。经过研究，决定将人大代表总数中

的民主人士、统战对象扩大到占20%，即80名，其中归侨及

侨眷 25名，教育界人士 20名，医务工作者 15名，艺术界

人士2名。在县人民委员会（政府）的 29位委员中，安排民

主人士、统战对象 10名，占 35%。鉴于中山县华侨众多，中

山县委根据广东省委统战部的建议，推荐在华侨中有威望

并热爱祖国的归侨伍少庭当副县长候选人，后经县人大选

举当选为副县长。

三是发挥工商联和工商界进步骨干的积极作用。中山县

委部署由工商联出头，组织推动工商界学习，向私方人员

通俗讲解社会发展规律，普遍进行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

的思想教育。全县以小榄镇为重点，由小榄镇工商联分会组

织工商界学习，他们挑选工商界中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担任

讲解员，开设三种学习班，组织工商界人士参加学习。一是

政治班，学习初级政治常识，学习中共八大文件、企业改革

的基本知识，以及时事和政策。二是理论班，对象是工商界

中的骨干分子、核心分子，主要学习《阶级社会为什么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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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富》的课程，经过学习和教育，工商业主大大提高了思想

觉悟。三是文化班，动员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商业者参加。到

年底，几个主要的镇形成组织工商界学习的制度，参加学

习的人数：区级镇达到 1110人，占私方人员的 63.1%，其

中参加政治班学习的 704人，理论班 105人，文化班 301人；

乡级镇达到1099人，其中政治班829人，文化班260人。学

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许多私方人员认识到党的政策，懂得

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感受到资本家也有前途、有奔头。

百年老字号罗奇生烟庄的老板白君幹，参加全行业公私合

营后，当了公私合营罗奇生烟丝厂厂长。他响应政府“发展

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主动从香港调入资金回厂

增资，并与公方派驻工厂的副厂长亲密合作，成为全县的

表率。1957年，他被任命为石岐工业局副局长。

系统贯彻华侨政策，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

中山县是全国的重要侨区之一，全县侨眷归侨有 10895户，

3474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央侨务委员会和广

东省侨务委员会的指导下，中山县委开展一系列调整华侨

政策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