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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同心 宏图共绘
——湖北省政协光辉历程纪略

1950年10月，湖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湖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这是湖北省政协的前身。1955年2月，湖北省政协一届一

次会议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在湖北开启壮丽实践，至今已历经十三届，现有32个界别、700多名政协委员。

70多年来，省政协在中共湖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更好

凝聚共识，在湖北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的伟大实践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报道省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召开的
湖北日报版面。

1950年10月5日至20日，湖北省第
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武
汉召开，选举产生了湖北省第一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1951年6月4
日，成立学习委员会。

1951年11月20日至12月1日，湖北
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
武汉召开。委员人数71人，由19个界别组
成。1953年2月初，新成立政治法律、财政
经济、文教卫生、宗教四个工作组。

1955年2月7日至10日，省政协一
届一次会议召开。本届省政协设立学习
委员会和4个工作组，分别是：起义军官、

辛亥首义老人、社会人士工作组，科技、文
教、卫生工作组，宗教、民族、归侨工作组，
民主人士家属工作组。

1959年6月22日至25日，省政协二
届一次会议召开。委员人数339人，由
23个界别组成。本届省政协新设立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

1964年9月7日至15日，省政协三
届一次会议召开。委员人数363人，由
22个界别组成。本届省政协将原有的4
个工作组调整为8个组，分别是科学技术
组、文化教育组、医药卫生组、民族宗教
组、归侨组、社会组、妇女组、对台工作组。

省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关于支持兴建
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审议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湖北省
委员会（1977年12月—1983年4月）。省
政协四届一次会议选举65人为常务委员。
委员人数506人，由23个界别组成。按照
政协章程的规定，并经省委批准，本届省政
协设立了办公厅，新设对台联络委员会，工
作组调整为9个，分别是文化教育组、科学
技术组、医药卫生组、民族宗教组、对台宣
传组、法制组、妇女组、工商组、华侨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湖北
省委员会（1983年4月—1988年4月）。
省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80人为常务委
员。委员人数 561 人，由 26 个界别组
成。本届省政协工作委员会增至6个，分

别是提案审查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工作
组委员会、对台联络委员会（1984年6月
更名为祖国统一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湖北
省委员会（1988年4月—1993年4月）。
省政协六届一次会议选举87人为常务委
员。委员人数 609 人，由 29 个界别组
成。本届省政协设置11个专门委员会，
分别是提案委员会、学习委员会、文史资
料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教科文委员会、医
卫体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民族宗教委员
会、工青妇委员会、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
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

历史转折 这一时期，湖北省政协学习政协章程，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经常化制度化，弘扬
和践行统一战线优良传统和作风，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开创了自身建设新局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湖北
省委员会（1993年 4月—1998年 1月）。
省政协七届一次会议选举96人为常务委

员。委员人数585人，由31个界别组成。
本届省政协将专门委员会调整为9个，分
别是提案委员会、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

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科教委员会、文卫体
委员会、三胞联谊委员会、民族宗教委员
会、社会法制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湖北省
委员会（1998年1月—2003年1月）。省政
协八届一次会议选举104人为常务委员。
委员人数616人，由31个界别组成。本届
省政协新设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将三胞联
谊委员会更名为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亮点特色工作

省政协委员李振民提出《关于兴建武
汉地铁的建议》提案。

1998 年，湖北省发生特大洪水，省政
协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抢险工作。据不完
全统计，全省各级政协共计 7500 多名委
员，1300多名机关干部参加了抗洪抢险。

省政协通过多种形式助推我省农村
税费改革深入开展。

世纪跨越
这一时期，湖北省政协履职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在参政议政、建言

立论、反映社情民意等方面开辟了新的领域，全省人民政协事业在深入、扎实、活跃、有序
的履职实践中跨入 21 世纪。

大九湖湿地已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湖北
省委员会（2003 年 1 月—2008 年 1
月）。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选举107人
为常务委员。委员人数630人，由31个
界别组成。本届省政协期间，新设省政
协研究室；将新成立的致公党湖北省委
会吸纳到政协组织中来，使省政协界别
增加到32个；将文史资料委员会调整为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湖北
省委员会（2008年1月—2013年1月）。
省政协十届一次会议选举128人为常务委
员。委员人数719人，由32个界别组成。
本届省政协期间，新设委员工作委员会。

亮点特色工作

为促进湖北“中部崛起”资政建言。

明确提出把县域经济的发展问题作
为常委会五年调研课题的重点之一，每
年选择一个侧面进行调研，形成建议案。

以主席会议建议案形式，向省委、
省政府提交了《关于保护、恢复和科学
利用神农架大九湖湿地资源的建议》。

围绕“五个湖北”建设、促进“两型
社会”建设、助力血吸虫病防治、纪念辛
亥革命100周年积极履职。

发展新篇
这一时期，湖北省政协全面加强理论建设、制度建设、自身建设，坚持不一般地

建言、不建一般的言，打造责任政协、务实政协、创新政协、和谐政协，谋事、干事、成
事，全省人民政协事业日益呈现出生动活泼、富有成效的良好局面。

2024年1月15日，武汉市江夏区政协委员童江华、李强在纸坊街
新北路社区开展“一线协商·共同缔造”行动线索征集，与社区两委、
居民代表就社区食品工业小区微改造工作进行协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
湖北省委员会（2013年1月—2018年1
月）。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选举135
人为常务委员。委员人数725人，由32
个界别组成。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湖
北省委员会（2018 年 1月—2023 年 1
月）。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选举135人
为常务委员。委员人数721人，由32个
界别组成。本届省政协组建农业和农村
委员会，将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调整为教科
卫体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调整为文
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亮点特色工作

围绕抗洪救灾、助力脱贫攻坚、保
障和改善民生履职尽责。

省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督办重
点提案实现全覆盖。设立专委会分党
组。创设月度专题协商会。

省政协高度重视大别山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与河南省政协、安徽省政协
一道，通过长期跟踪调研、全国两会联
名提案、召开联席会议等，争取全国政

协和国家有关部委的重视支持，助推
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为老区振兴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

为夺取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作出政协贡献。

实施履职能力水平提升工程、效能
提升行动。

成立三个专项民主监督小组，持续
开展专项民主监督。

开展“协商在一线”“一线协商·共
同缔造”行动。

继往开来 奋力谱写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

扬帆启航

新时代新使命
这一时期，湖北省政协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坚持发扬民主和增

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坚持系统思维，加强
履职统筹，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开创了全省人民政协事业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本届省政协七个协商议政主题

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划纲要实施
做好稳增长工作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建设科技创新强省

优化营商环境
保障和改善民生

2023年专项民主监督议题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持续实施扶
持新型村级集体经济计划；
加强农村、社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
坚决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
推进“我兴楚乡·创在湖北”返乡创业行动，
促进重点群体就业；
推进以控制成本为核心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落实；
高质量供应链物流体系建设；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加大司法支持力度，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
承接沿海纺织服装等产业转移。

2024年专项民主监督议题

深入推进影响群众健康突出问题
“323”攻坚行动；
加快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加强耕地“三位一体”保护；
加快供应链物流体系建设；
推进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
深入实施长江高水平保护提质增效十
大行动；
探索建设花湖国际自由贸易航空港；
加强宗教界“双通”人才培养。

反映社情民意
信息的

占2023年协商议政
和民主监督议题的

民生议题

年度提案的

40% 45％34％

制定出台

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工作
提高协商议政质量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免职和离任工作程序

实施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改革项目并出台文件

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履职统筹，提高协商议政质效

坚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
进。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按照“根、干、枝”工
作思路和“两个统筹”理念方法，着力统筹协商内
容、协商方式、协商成果“三要素”和履职时间、履
职方式、履职力量“三维度”，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得到更好发挥。

聚焦中心任务统筹推进协商议政。明确推
进流域综合治理等本届省政协七个议政主题，每
年确定一系列子题，综合运用调研视察、协商会
议、民主监督、提案工作、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履
职方式，议政质量显著提高。

聚焦促进落实着力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增加监督议题比重，突出开展
专项民主监督，就长江汉江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强省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议题持续跟踪监
督，以监督促落实、以协商促改进，民主监督实效显著提高。

聚焦民生福祉协同强化履职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把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扎实开展下基层察
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委员助力乡村振兴、企业帮扶活动。在全省政协
开展“一线协商·共同缔造”行动，组织引导全省近3万名各级政协委
员下沉服务基层、服务群众。

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履职能力，提升政协制度效能

认真落实“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
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要求，不断提高政
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
力、合作共事能力，深化专门协商机构建
设。

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加大委员培
训力度，加强委员履职服务管理，强化委员
责任担当。将全部委员编入专门（工作）委
员会参加活动。开展委员履职承诺活动，
完善委员履职考评办法，推进委员履职激
励约束常态化，委员作用更好发挥。

持续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开展两
轮制度性文件“立改废”工作。将67个制度性文件整合为
39个，精减了42%，省政协制度规程更加简明易行、规范高
效、务实管用，制度效能更好彰显。

持续深化模范机关建设。锚定“政治坚定、业务精通、
极端负责、规范高效、团结协作、勤政廉洁”目标，全面加强
模范机关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打造政治过
硬、本领高强的机关干部队伍。机关工作衔接紧密、协调有
序、运转高效，有力服务和保障省政协高质量履职。

守初心，信仰如磐。
向未来，步履铿锵。
新征程上，湖北省政协将在中共湖北省委坚强领导下，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同心同德、砥砺奋进，为奋力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湖北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这一时期，湖北省政协自身建设开始起步，成立常委会主持会务，组建
工作机构，规范经常性工作，推动建立市县政协组织等。

委员履职平台，实现委员网上
履职和履职情况统计考评“一
网通办”等

优化
升级

创新 主席会议成员联系界别、参加
界别活动机制和专门委员会与
界别对应联系机制

建立 界别联系会议制度、界别工作
总结评价机制

助力“中国光谷”迈向“世界光谷”。2000年3月，在全国政协九届三
次会议上，许其贞、刘善璧等 13 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大力发展光
电子产业，建议在武汉建立“中国光谷”》提案。这份被标记为“1331 号
提案”的大会提案，促成了“武汉·中国光谷”的诞生。之后，历届省政协
围绕推进光谷建设，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2023年，十三届省政
协主席孙伟等11名住鄂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提交的《关于充分发挥“独树一帜”优势，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提案》
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助力“中国光谷”加速迈向“世界光谷”。

为茶产业链建设、旅游业发展、智能建造等助力添彩。湖北紧紧
围绕提升脱贫地区特色主导产业发展水平，将茶叶作为全省十大农业
重点产业之一，由省政协主席孙伟担任茶产业链链长，奋力把“小叶
子”打造成千亿“大产业”。

助推我省出台《关于实施十大行动推动湖
北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省政协党组

机关党组 专（工）委分党组

机关党委 党员委员活动小组

等10个制度性文件

十三届湖北省政协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和二

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

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在中共湖北省委坚强领导

下，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职能，更好凝聚共识，充分发

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切实担当“落

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为奋

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作出

政协贡献。

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把加强思
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工作
的中心环节，把坚持党的领导全面、系统、
整体落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完善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体系。扎实开
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和党纪学习教育，发挥党
组集体学习引领作用，推动党内党外联动
学、结合履职融通学、集中教育一体学。坚
持和完善“第一议题”学习制度，持续打造
楚风书院、楚风讲堂、楚风学堂等“楚字号”
政协学习品牌，每年开展各类学习活动
100多场次，持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入脑
入心、走深走实。

打造凝心聚力工作矩阵。坚持把加强
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工
作的中心环节，完善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
双向发力机制，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
派人士、人民团体作用，加强委员联系走
访，深入落实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机制，用好
用活助推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经济运行情
况调研分析会、楚商茶座、楚茶会客厅平
台，广泛汇聚团结奋斗正能量。

构建大党建工作格局。成立省政协党
建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统分结合”的组织
领导体系，完善“双线多层”的融合运行机
制，强化“建管并重”的工作保障措施，构建
覆盖全体党员、带动全体委员、具有政协特
色的大党建工作格局。设立29个党员委
员活动小组，成立31个界别工作小组，将
中共党员委员编入相关界别工作小组发挥
引导带动作用。以高质量党建把各级党组
织拧成“一股绳”、合成“一张网”，确保党的
组织和党的工作有形有效覆盖，引领和促
进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

突出政治引领，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全面领导

省政协委员围绕加强农村税费改革积极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