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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
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
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
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
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
造。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在建立新中
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
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
权，为新中国诞生作了全面准备。会
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作出关于国

都、国旗、国歌、纪年的决议，选举
产生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这也标志着人民政协制度正
式确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为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人民
政权、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作
出了积极贡献。1954 年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继续在国家政
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开展了卓有成效
的工作。

1978 年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召
开，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入了新时

期。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人民政协的性
质、任务、主题、职能，推动人民政
协性质和作用载入宪法，把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
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人民
政协认真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推进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
了重要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中央对人民政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
大部署。人民政协认真贯彻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人民政协
性质定位，紧扣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积极投身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为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开拓了人民政
协工作新局面。

……
70 年前，在新中国的曙光喷薄而

出之际，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势、团结
各方，开启了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
新纪元。70 年后的今天，在同心共筑

中国梦、携手奋进新时代的新长征路
上，中国共产党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加
强大团结大联合，同心同德、共襄盛
举。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人民政协使
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人民政协在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而
继续奋斗！

——摘自习近平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
议暨庆祝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 （2019 年 9 月

20日）

从设计到施工用时不到两年

全国政协礼堂所在地原为清代顺承郡王府。民国
时，张作霖买下这座府第作为大帅府，张学良曾在此居
住。全国政协机关搬来不久，于学忠代表张家办理了卖
房手续。

在全国政协机关老干部局汇编的 《我与政协同
行——纪念人民政协成立 60 周年全国政协机关老同志
回忆文集》 一书中，全国政协原文书处处长王运深回
忆，全国政协成立初期，在中南海东花厅办公，由于政
协各项工作的开展，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全国政协机关
用房需要扩展，同时也为政协对外联系方便，经中央领
导决定，1950年9月底，全国政协机关搬至原顺承郡王
府办公。

全国政协礼堂是在周恩来亲自筹划下建造的。周恩
来提出，要给全国政协建造一座能容纳 1000 多人的礼
堂，以便全国政协委员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开展活
动。政协礼堂于1954年筹建，1956年正式竣工。

据参与过相关工作的老同志回忆介绍，当时这项工
程实际上是受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领导的，他主
持召开了两次工程建设会议。

第一次会议，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电业局、中央
广播事业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齐燕铭传达了周恩
来的指示，然后讨论了选址问题和各单位分工协作
问题，最后决定在政协机关院内盖。考虑到礼堂建
成后除政协使用外，中央和国家机关还会有一些重
要活动要在这里举行，因此在设计方面要有翻译室
和翻译装置。

第二次会议是讨论设计方案。方案为大会场分上、
下两层，可容纳 1300 余人开会，几个休息厅都比较
大。一楼设五个会议室，其中第二会议室可容纳200人
开会。三楼有一个 800 平方米的大厅，既可开各种会
议，也可举办各种文娱活动。礼堂开设东、西、南、北
四个门，北门正对着政协机关，南门是正门，南门外开
一条马路。

由于建设政协礼堂是中共中央直接抓的项目，
参加建设的各个单位非常重视，都派出著名工程设
计师和优秀施工队伍。所以，政协礼堂工程质量堪
称一流。

“开工后，全国政协机关 100 多人不分男女，轮流
参加义务劳动，有的搬砖，有的抬土，我们年轻力壮的
男同志用小车推水泥。整个工地热气腾腾，一片繁忙景
象。在多方大力支援下，不到两年，礼堂就落成了。”
王运深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据参与过相关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说，1955 年下半
年，周恩来来察看，他仔细看了一遍各厅室，应该是比
较满意的。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2018年6月21日，全国政协礼堂门口，悬挂上了一
块崭新的牌子——“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
址”。这块铭牌，背后又有何渊源呢？

原来，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中共八大在全国
政协礼堂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
下的主要任务，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作出
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并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问
题。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为标志，党对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良好的开端。大家耳
熟能详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是出自此
次大会的开幕词。

在政协礼堂新近推出的中共八大历史陈列展中，记
者看到，展览展示了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修改稿
的批示，周恩来对政治报告的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修
改稿，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八大开幕词大纲，中共八
大代表及工作人员珍贵口述访谈等，充分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为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进
行的积极探索。

现场还有一份特殊的展品，其主人是当时参加中共
八大的代表黄宝妹。黄宝妹是新中国纺织工人的优秀代
表，是第一代劳模，也是“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之一。

据展览讲解员宋维峰介绍，为了筹备此次展览，工
作人员通过多方面渠道和老人取得联系，进行沟通后，
黄宝妹决定将她珍藏多年的编号为 000720 的 《中国共
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候补代表名单》原件等
借给展览展示。

宋维峰介绍说，在中共八大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
派民主人士向大会赠送了一件礼物——雕刻着长征中红
军胜利渡过大渡河时情景的工艺品。

当时，李济深激动地说，我们用这件礼品来象征我
们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胜利地
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中共八大在政协礼堂召开的消息激励着全体礼堂
员工。

在 《我与政协同行——纪念人民政协成立 60 周年
全国政协机关老同志回忆文集》一书中，全国政协原行
政处处长苏林云回忆说，当时，大家都纷纷表示要做好
各项准备工作和大会服务工作，保证会议顺利进行。

“我们从人员调配、安全保卫、会场布置、招待服务等
各方面进行了精心安排，还组织服务人员到外单位学习
和操练。为了解决礼堂的座位数量问题，在一楼把所有
座椅都移动位置，增加了两排桌椅。”

解决270人上主席台是一个难题。因为要求会议进
行时，坐在下面的代表们能看到主席台上的人。而主席
台只有 16 米宽，每排最多只能坐 30 人，需要安排 9 排
座位。工作人员集思广益，多次向有关单位和能工巧匠
请教，最后确定了解决方案：第一排座就在地面，从第
二排起每排高出20厘米，共做了8排高大地坪，每排都
设有固定的栏板以保证安全，这样共设计制作了 80 多
块挡板。在两侧和后排还留了走道。

苏林云在回忆文章中说：“八大会议就要闭会时，
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对我说，毛主席说这次会议期间，
礼堂 同 志 很 辛 苦 ， 他 要 在 会 议 结 束 的 时 候 见 见 大
家。……当毛主席面带笑容，一边走一边挥着手说

‘同志们辛苦了’的时候，大家都拥着毛主席走到北门
厅，很多人都激动地哭了，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使我
终生难忘。”

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辉煌历程

政协礼堂外型庄严典雅，既高大又豁亮，是新中
国较早的重要建筑。落成 60 多年来，政协礼堂见证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走过的辉
煌历程。

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出席，邓小平发表祝词。这次大会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据苏林云回忆，上世纪 50 年代末，政协全国委员
会还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积极采取措施照顾
党外政协委员和各界代表人士的生活，政协机关增设了
服务科，帮助委员解决生活中的具体困难。

1959 年底至 1960 年春，全国政协在礼堂筹办文化
俱乐部。被邀请的委员对俱乐部各项工作十分积极，经
常提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苏林云记得，陈铭德委员对书画室工作十分认真，
常常陪爱好书画的委员聊天，对委员的书法和绘画进行
登记整理。邓季惺委员还亲自到厨房做过拿手的四川泡
菜，郭秀仪委员做过拿手的罐罐鸡，受到用餐委员的欢
迎，也给餐厅增添了融融乐趣。

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政协把温暖送到政协委员和其他
党外人士心上，不少委员把政协当成了自己的家。

1978年 2月 24日至 3月 8日，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
议举行，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乌兰夫等22
人为副主席。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1980年 1月 1日，全国政协在政协礼堂举行了第一

次新年茶话会。在这次茶话会上，邓小平强调指出，搞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而要做到安定团结，就必须保证党的领导。他说，我们
之所以能经得起风浪，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一条保证。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我们政治路线、思想路线
和组织路线的统一，工作效率才能提高。

邓小平的讲话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自此以后，
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新年茶话会成为惯例，延续至今。

如今，除了全国政协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外，全
国政协的其他重要会议和活动基本都在政协礼堂或会议
楼举行。

人民政协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全国政协礼堂的故事
本报记者 叶晓楠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耳熟
能详的话出自哪里？中共八大代表黄宝妹珍藏的
编号为000720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代表、候补代表名单》原件什么样？近期，《中
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 作为一
个常设展，在全国政协礼堂展出，吸引了众多参

观者。
为什么展览设在这里？原来，全国政协礼堂

是 1956 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
址，同时，这里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走过的辉煌历程。

全国政协礼堂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

街，这座庄严典雅的建筑，是新中国较早的重要
建筑之一。全国政协礼堂的门额上，高悬着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整座礼堂尽显庄严宏
伟、朴素典雅的民族风格和现代建筑的非凡气
派。近日，本报记者对中国政协文史馆进行了采
访，了解全国政协礼堂所见证的辉煌历史。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展览现场。 资料图片

全国政协礼堂。 资料图片全国政协礼堂。 资料图片

上世纪50年代的全国政协礼堂。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