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準確把握 創新發展

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在十二屆北京市政
協首次文史工作會議上指出，做好政

協文史工作，要做到「三個準確把握」：即
準確把握北京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演
化的歷史脈絡，把政協文史工作放在大的史
學工作、文史工作中考慮；準確把握首都經
濟社會發展的時代脈絡；準確把握政協文史
工作的優勢和特點。

據了解，北京市政協文史工作此次史料
徵集的亮點頗豐，包括辛亥革命至新中國
建立之前有價值的史料，在北京的台灣同
胞史料，在北京生活和工作過的外國人

（包括入中國籍的外國人）史料，有關北京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的史
料，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史料等
均在列。

成果經驗 可圈可點

吉林在會上表示，此次會議使大家進一步
領會了全國政協關於加強文史工作的精神和
要求，總結了多年來北京市政協的文史工
作，提出了在新形勢下加強政協文史工作需
要研究和解決的一些問題，同時也介紹了很
多成功經驗。他指出許多單位有很多好的做
法，值得市政協認真學習，以進一步提高政
協文史工作的水平。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方立在
發言時評價北京市政協文史工作「可圈可

點」，他並結合全國政協文史會議精神，對
北京市政協提出了期望。吉林說，這是對北
京市政協文史工作的高度評價，也是在政協
事業蓬勃發展的基本形勢下，對北京市政協
文史工作的鼓勵和關心。

攻堅克難 力爭前列

吉林說，全國政協文史工作會議全面、系
統地闡述了政協文史工作的重要意義、重要
地位、重要作用，總結了政協文史工作的歷
史經驗，對下一步做好政協文史工作面臨的
形勢進行分析，是全國政協、各地政協包括
北京市政協下階段做好文史工作的一個非常
重要的指南。

吉林指出，要認真學習全國政協文史工作

會議精神，領會和落實會議提出的加強政協
工作的各項要求。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認識
到政協文史工作目前還確實存在哪些需要研
究和解決的問題和困難，下定決心，按照政
協章程和全國政協要求，特別是按照全國政
協文史工作會議的要求，做好政協文史工
作，力爭使北京市政協文史工作走在全國前
列。

適應時代 研究問題

北京市政協文史工作開展已有幾十年經
驗，具有豐碩成果和優良傳統，同時也凝結
了一代又一代政協文史工作者的心血和汗
水。吉林表示，時代在發展，社會在變化，
政協文史工作要想進一步提高，和首都的地

位相適應，和政協蓬勃發展的事業相適應，
和社會特別是廣大政協委員的期盼相適應，
還需深入的研究和解決一些問題。有些是戰
略性大問題，如政協文史工作的地位、作
用、特點到底如何體現，有些是一些具體小
問題，包括機構、隊伍建設、基礎工作、基
礎建設等工作，這些客觀存在的問題都是需
要認真研究。

吉林指出，北京市政協要帶動各區縣政
協，認真總結和研究政協工作，進一步提
高政協工作的水平，保證有機構、有人
員、有經費、有必要的設備和條件。要開
拓創新，使政協文史工作在繼承前人已經
取得的經驗和成績的基礎上，有更大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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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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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協倡「首都文史」理念 全方位廣徵近現代歷史資料
存史 資政 團結 育人

北京建都已歷860周年。這座世界史上最輝煌的都城，文化底蘊厚

重，近現代以來影響中國發展進程的重大事件，無不與其有 千絲萬

縷的聯繫。獨特而豐富的文史資源，決定了其文史工作所具有的重要

意義與價值。日前，十二屆北京市政協召開首次文史工作會議，提出

「首都文史」理念，研究部署重點工作，擴大徵集範圍和對象，並公

佈近30項史料徵集項目。

■香港文匯報 •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王由頁

在今年5月舉行的全國暨地方政協文史工作會議
上，香港、澳門回歸史料收集整理成為全國及地
方政協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北京市政協按照十二
屆全國政協的總體工作部署，在會後就立即開展
了港澳回歸史料徵集的籌備工作。

北京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專職副主任康軍
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2014年是澳門回歸15周
年，2017年又逢香港回歸20周年，在這兩個重要
節點，港澳回歸史料工作就顯得更為重要。北京
市政協現有50餘名港澳委員，以此為依托，加上
北京作為首都的特殊政治、經濟位置，相信北京
市政協的港澳回歸史料徵集工作將可以更好的體
現「首都文史」概念。

三步驟規劃 港澳回歸史料徵集

康軍介紹了北京市政協港澳回歸史料徵集工作
初步方案，計劃按照三個步驟進行。首先，市政
協將給北京市政協的港澳委員發函，說明港澳回
歸史料徵集的意義，以及希望港澳委員協助配合
的用意；第二步，將與在京的港澳企業委員進行

面談，了解其在回歸前後的感受；第三步，在有
可能的情況下，到港澳實地徵集史料，或者在深
圳與港澳委員座談，特別是與親歷港澳回歸的委
員進行交流，讓他們談回歸前後的親歷感受，掌

握真實史料。
康軍還表示，在港澳回歸史料徵集整理完畢

後，北京市政協有可能出一本專輯，收入這些寶
貴史料。

在十二屆北京市政協首次文史研討會上，北
京市政協主席吉林和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
主任吳世民均談到了「首都文史」的概念。

深入研究積極實踐

在5月份的全國暨地方政協文史工作研討會
上，北京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吳世民
和文史學習委辦公室主任趙慶怡向會議提交了

「樹立『首都文史』理念，推動北京市政協文
史資料工作創新發展」的書面發言。

吉林在北京市政協文史工作研討會上對吳世
民提出的「首都文史」概念做了充分肯定。他
表示，這一概念是新一屆政協成立以後，下一
步要抓緊政協文史工作的非常重要的指導思
想。要深入研究，積極實踐，不斷豐富這個概
念。

首都文史有不可替價值

北京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是
享譽世界的歷史文化名城。吳世民說，「首都
文史」是具有北京特色的政協文史資料工作，
北京獨特的地位決定 「首都文史」具有無可
替代的價值和作用。樹立「首都文史」理念，
就是要立足北京、面向全國乃至世界，繼承和
發揚文史資料親歷、親見、親聞的「三親」特
色，廣泛徵集真實記錄和反映北京人文歷史的
各類材料，積極參加為首都發展建言獻策的參
政議政活動，為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
進文化之都做貢獻。

吳世民指，文史工作是政協最有特色的工作
之一，是「我們不做就沒人做」的工作，它與
國史、軍史、地方志等不同，政協的文史工作
是徵集資料，而不是寫史。它用具體的人和事
見證歷史，真實可信又生動鮮活，從不同視角
看問題、看世界，其客觀性、民主性和多樣
性，為其他史志所不及。

在北京市政協文史工作研討會上，來自區縣政協和各民主黨派市委的

代表們，不僅就各自的政協文史工作做了匯報，還提出了一些工作中遇

到的具體問題和解決方法，引起市政協主席吉林的重視和關注。

發揮委員主體作用

在大家都談到親歷、親見、親聞時，有些區縣政協提到積極發揮

政協委員主體作用徵集史料，吉林對這一做法表示了贊同。他說政

協委員每個人都有故事，幾十年親歷了好多事情，把這些委員親歷

的故事提供出來，整理後就可能成為很好的成果。吉林指出：「如

果我們每一個委員都擔任起這個責任的話，那麼我們就不愁親見歷

史的人越來越少！」

調動各方社會資源

北京市平谷區政協在介紹自己的文史工作經驗時提到利用好政

協的人脈資源，為文史工作服務。吉林非常肯定平谷區政協的做

法，他說：「人再多，和繁重的工作相比也是少的，資金再多，

和我們要做的工作相比也是少的。」

吉林指出，每一個單位、部門都說自己人少，市政協說人少，各

區縣政協也說人少，這種情況下怎麼辦？一方面是必要的增加一些

人，另一方面，就是利用好社會資源。「大家在一個共同的規劃，

共同的設計下分門別類，每個單位的力量都是小的，但是匯聚在一

起，就是大的。」在面臨 經費、人員這些實際困難情況下，做好

新形勢下的政協文史工作，就必須提高

水平，做好創新。

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是一項具有廣泛
社會影響的文化事業，多年來，各民
主黨派在政協文史工作中做出了很多
突出貢獻。在十二屆北京市政協首次
文史會議上，來自各民主黨派北京市
委的代表分別介紹了各自的文史資料
工作情況。

民革北京市委在每年的7月7日、9
月3日等抗戰紀念日、孫中山和辛亥
革命等重要紀念日舉辦紀念活動，並
以重大歷史事件為契機，依靠市政
協，對民革的文史資料進行資源整合
和深入挖掘，對一些年事已高的老一
代見證人，及時進行資料收集整理，
並補拍補錄一些音像資料，建立民革
北京市委可持續發展的人物歷史資料
庫。

民建北京市委常年開展會史徵文活
動，向廣大會員徵集民建北京市委的
會史資料，通過座談會、電話約稿、
登門採訪等多種形式和渠道徵集資

料，借鑒口述史學的經驗，先後登門
採訪了20多名民建老會員，保存了第
一手音像、文字資料。在對資料進行
整理後，2013年民建北京市委 手編
纂《北京民建會史資料彙編》，而對於
一些不宜出版的資料則本 存史原
則，整理歸檔。

台盟北京市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
成立於2008年11月，成立至今的五年
裡，台盟北京市委做出了很多突出成
就。2009年編纂了台盟北京市委成立
60周年系列叢書，2010年牽頭開展

《加強涉台文物史跡文化內涵的開發與
展示的調查》，並在《北京志·台盟志》
的編纂中，完成了北京台盟自成立到
1997年的盟志修訂工作。同時採取老
盟員自述和特定事件專題採訪形式，
進行重要文史資料搶救工作。這些資
料，已經成為激勵台盟年輕盟員學習
和繼承老一輩愛國愛鄉光榮傳統的寶
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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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集港澳回歸史料 體現「首都文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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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派徵集史料 各有特色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