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 例 

一、《房山政协志》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及政协统战理论

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准确、系统、客观地反映房山

区政协的发 

展历程，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全书以志体为主，兼用记、述、图、录等诸体。志，叙事；记，大事记；述，总概

述，分述； 

图，照片 ；录，收录非著述性资料。 

三、记述时限上起 1981 年 3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房山县第一届委员会召开，下

迄 2016 年 1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房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结束。 

四、结构上设编、章、节、目四个层次，以“目”为基本记事单位。除概述、大事记、

附录外， 

共设置六编。 

五、大事记为编年体，记载房山区政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活动和事件。在专志中翔实记

述的， 

大事记中略记。 

六、修志遵循横排纵写、述而不论原则。横排门类，纵志事实，记述一个事件起止、过

程。只 

作客观记述，不加主观评论。 

七、在记述行文中，按照志书要求规范书写。如对于政协用名称的表述，第一次出现时

用全称， 

以后用简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房山区委员会”习惯简称为“房山区政

协”， “专门委员会” 

简称为“专委会”；又如在数字书写方面，除历届历次会议等固定表达模式外，一般用

阿拉伯数字。 

八、节题为表达方便，涉及政协名称，不用全称，用习惯简称，“政协北京市房山县委

员会”、“政 

协北京市燕山区委员会”、“政协北京房山区委员会”。目题亦简称，只书届次和会次，



如 ：“一届一 

次会议、三届三次会议”等等。 

九、房山建区前，境内分别为房山县和燕山区，1981 年 3 月 6 日 -11 日，召开房山

县政协一届 

一次会议，房山县政协成立，历两届 ；1984 年 7 月 16 日，召开燕山区政协一届一

次会议，燕山区政 

协成立，历一届。1986 年 9 月 15 日，撤销房山县和燕山区，合并成立房山区。1987 

年 5 月，房山 

区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召开。至本志撰写，历七届。 

本志中，便于结构完整和清晰有序，房山县政协、燕山区政协，不单设编章。在节、目

的志述中， 

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安排，先房山县政协，再燕山区政协，然后写房山区政协。 

十、本志设《第一编 组织机构》第三章 政协领导简历 ：设主席简历、副主席简历、

秘书长简 

历三节。 

（一）每节人物简历以届别先后为序 ：房山县一届、二届，燕山区一届，房山区一届、

二届…… 

（二）连任主席或副主席的，在先任届内志述，历述连续任职的时间、职务，后任届内

不再志述。 

如：范文彦，房山区第五、六届政协主席，在五届中志述，六届中不再志述；容桂英，

房山区第一、二、 

三、四届政协副主席，在一届中志述，此后二、三、四届不再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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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的人物在政协先后任不同级别的职务，则在级别高的节中志述，历述先后任职

的时间、 

职务，在级别低的节中不再志述。比如，张本荣，房山县政协第一届副主席，后任县政

协第一届主席， 

写志时便在“第一节主席”中志述，在“第二节副主席”中不再志述 ；毛锡恩，房山



县第一届政协 

秘书长，后任房山县第二届政协副主席，则在“第二节副主席”中志述， “第三节秘

书长”中不再志述。 

（四）人物的志述上限为出生、参加工作时间，下限为政协职务终止时间。 

十一、资料来源主要录自档案记载，档案失考的，以口碑为据，档案和口碑无据的，以

阙如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