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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值此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怨园 周年之际，上海市委政法委和上海市委

党史研究室共同组织编写出版这本《政法风云》很有意义。

怨园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并从这里走向全国，领导中国革

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上海这座英雄的城市，在 员怨源怨 年解放

回到人民怀抱后，经过 远园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

远园多年来，上海各级政法机关在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不负人民重托，充分履行职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历史性贡献。在 远园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上海政法战线的广大干警努

力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前仆后继、不懈奋斗、恪尽职守、不辱使命，成功

处置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特大案（事）件，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

泣的英雄事迹和先进模范，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政法干警不怕牺牲、无

私无畏、顽强拼搏、甘于奉献的优秀品格。历史充分证明，上海政法队伍

是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队伍，是一支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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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是一支能打硬仗、英雄辈出、正气浩然的有坚强战

斗力的队伍，为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

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政法风云》一书所收录的上海政法机关部分老同志的口述回忆，

以清晰详尽的记述、真实感人的图片、精心选录的实例，为我们真实

再现了那一个个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也为我们生动展示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上海广大政法干警的重大贡献和卓越风采，是进一步弘扬上海

政法精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宝贵精神财富，

对了解上海解放后各政法机关的历史沿革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

术意义。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关键时期，上海正昂首阔步朝着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继续迈进。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将面临来自国际国内

的诸多风险挑战，政法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专门力量，肩负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历史重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使命艰

巨而神圣，上海政法任重而道远。各级政法机关要按照中央要求和市委部

署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在搞好“三个教育”上下功夫，在做到“三

个坚持”上见成效，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

公正的政法队伍。

回眸滚滚浦江见证的岁月沧桑，展望美好未来续写的辉煌篇章。希望

全市广大政法干警学史明理，以史为鉴，继承发扬前辈的优良作风和光荣

传统，牢记时代使命，保持昂扬斗志，把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作为

加强和改进政法工作的切入点，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

识和忧患意识，更加牢固地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紧紧围绕“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的总体要求，大力弘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

"



序摇 ■

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充分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紧密结合上海

实际，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继往开来、真抓实干，全面提升政法工作和

政法队伍建设水平，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强有力

的政法保障，为扎实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

项重点工作以及实践新时期政法机关和政法干警“五个新作为”而努力

奋斗。

圆园员员 年 远 月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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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今天，我们俯下身子，拥抱脚下的这片热土，能听到沉稳的呼吸与强

劲的脉搏。

今天，我们回首以往，追溯一路的风雨烟尘，能看见坎坷的道路与跋

涉的身影。

今天，我们放眼望去，直面机遇与挑战，能铺展波澜壮阔的风云及雨

后绚烂的虹霓。

我们守望着这座城市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就是坚守一个前仆后继的

信仰，信守一个忠贞不渝的诺言。

员怨源怨年 缘月 圆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使上海终于回到了

人民的手中。

前一夜在国民党戒严令管制下忐忑入睡的市民，第二天醒来时惊喜地

发现，国民党反动势力已在共产党大部队到达前几小时逃之夭夭。

上午 怨时，商店按时开门营业，生意买卖照常进行。没有恐惧，也没

有混乱，市民们好奇地看着身穿整齐的军装、脚踏布鞋的年轻战士们，他

们纪律严明，精神昂扬，有条不紊地接管着每栋大楼、每个街道、每座桥

梁、每条河流……与国民党政权的失控与混乱、颓败与疯狂相比，形成了

强烈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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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秩序井然，市政府挂出了欢迎的标语，教堂也敲响了节日的钟

声。人民的政法机关开始为人民行使权力，老百姓第一次有了自己真正说

话的地方。

人民公安、人民检察、人民法院、人民司法，所有冠以“人民”的

政法机关都昭示着“换了人间”的伟大变革，也庄严承诺着“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人民群众以从未有过的热情，积极支持、配合上海政法机

关，抓捕敌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开始

建设自己的新上海。

然而，“文革”期间，政法机关同样遭受重创，大批政法干警被加以

莫须有的罪名，送往农场劳动改造，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在政法工作几

乎瘫痪之时，许多政法干警仍旧竭尽所能，努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政法机关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在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

展观，坚持改革创新，确保社会稳定，保障上海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民主

与法制的不断完善发展。

远园多年来，上海政法工作留下了许许多多令人难忘的辉煌业绩：

员怨源怨年，上海解放初期，清除了敌特残余和社会丑陋现象，保障了

经济恢复和人民生活安宁，平稳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过渡，巩固了新生

的人民政权。

在上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与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国民党特

务的破坏和国内刑事、治安犯罪作坚决的斗争，保障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兴

旺发展，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员怨苑远年 员园月，党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上海政法干警与江青

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短兵相接，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审判江青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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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的罪行，清查“文革”中打砸抢分子，复查平

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走进改革开放新时代以后，上海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为确保

政治安定、社会稳定，上海政法工作从适应上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需要入手，初步形成了全党全社会齐抓共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良好

局面。

跨入 圆员世纪后，随着上海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改革发

展中产生的困难与矛盾日趋增多。上海政法工作进一步突出公民权利意

识，加强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努力追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

相统一，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保障改革开放、社会和谐发展的新

局面。

当前，上海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格局与工作机制已经基本形成。在刑

事犯罪高发的严峻形势下，坚持严打方针，主动出击，打防结合，确保上

海治安秩序的基本稳定。与国内外同类特大城市相比，上海刑事案件的总

量相对较低，上海市民公众安全感多年保持在 怨园豫以上。对外来人员的安

置、服务和管理也基本做到规范有序。

眼下，上海的政法工作已经走上了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上海特点的

轨道。

中国人自古有“饮水思源”的美德，回溯“前人种树”的辛苦，不

但可以使人更加珍惜“后人乘凉”的来之不易，而且可以让后人继承前

人的优良传统与宝贵经验。

历史是一面镜子，有助于人们摆脱混沌，清晰思想。古贤讲过：以人

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西哲培根也说：读史使人

明智。

本书收录了几十位上海政法、媒体人士的口述，他们亲身经历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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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怨源怨年至今各个历史时期的上海政法工作历程，亲眼目睹了沧海桑田的历

史演变，亲自参与了那些曾经感天动地、惊心动魄或者让人牵肠挂肚的一

个个历史事件。他们饱含深情的真实叙述，将一段段令人难忘的历史还原

成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上海 远园 多年的政法工作，通过他们口述的历史细

节，生动、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感同身受、获益匪浅。

上海市委政法委组织了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高级法院和市司法局

的数十位资深“笔杆子”专程上门采访这些老领导、老同志，并根据口

述者的提示，到相关档案部门调阅、核实当年的案卷史料，收集相关历史

照片，使许多尘封多年的档案和鲜为人知的史料公布于众，以飨读者。

远园多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上海的政法工作将继续随着上海的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开拓前进，背靠万里长江滚滚浪潮的无尽动力，面

向浩瀚大洋风云变幻的机会与挑战，吞吐海纳百川的雄浑大气，不辱使

命，恪尽职守，努力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辛勤耕耘，再

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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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摇 改天换地摇 人民当家

员怨源怨年春，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已是一座苟延残喘的城市，靠着“美援”

勉强维持。面对贪污腐败的官僚体制和混乱不堪的经济秩序，呼喊着“反饥

饿、反内战、反压迫”口号坚持反抗斗争的上海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

的、属于自己的政权。

国民党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潜伏了一大批破坏捣乱的敌特人

员，他们不停地散布蛊惑民心的流言蜚语，企图让共产党“红的进来，黑的

出去”。

人民政府军管处领导下的上海政法机关向上海市民充分展示了人民政法为

人民的鲜明特色。

经过国民党对共产党长期妖魔化“宣传教育”的上海市民，逐渐从当时

的人民警察马人俊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中，深刻认识了“人民当

家作主”的实质，了解了人民政法机关的严明纪律。

得到广大上海市民拥戴和支持的上海政法机关，及时肃清残敌，破获了一

系列违法犯罪的案件，打击了一系列奸商乱市的行为，整治了一系列旧社会遗

留下来的丑陋场所，逐步稳定了上海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秩序。

即使在“文革”期间，上海政法干警也始终竭尽所能，努力维护社会秩

序，破获了近 源万起刑事案件，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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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员怨源怨年到 员怨苑愿年，上海政法工作的发展道路是坎坷曲折的，经历了无

数次历史风浪的考验，锻炼了一大批忠心赤胆、意志坚定、经验丰富的公安民

警、检察官、法官、司法干警与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他们与共和国一起三十而

立，以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敬业爱岗、无私奉献精神，

豪迈走进了上海改革开放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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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人俊

马人俊，生于 员怨猿缘年 愿 月，员怨缘园 年参加工作，浙江省杭州市人。

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原龙华分局宝南派出所民警，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

局指江庙路派出所户籍警，新疆路派出所指导员。员怨缘缘 年被评为上海

市治安模范、上海市公安一级英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员怨缘远年被评为全国公安一级英模；员怨远猿 年被评为上海政法先进工作

者；员怨远源年被评为上海市公安局五好干部。员怨怨远年退休。

员怨远员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根据马人俊的优秀事迹拍摄的电影

《今天我休息》在全国放映后，影片中的主人公“马天民”就成了全

国人民心目中人民警察的榜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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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外的“马天民”到底啥模样

口述：马人俊

采访整理：胡伟立

时间：２０１０年 ４月 １９日

地点：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

我 员缘 岁当警察，当时这不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

我的老家在浙江杭州的乡下，因父母去世早，我从小就跟两个哥哥到上海

来谋生。因为一直住在哥嫂家总有不便，十几岁时，我就考到可以住宿的七宝

农业学校去读书了。

员怨缘园年抗美援朝征兵时，我正好 员缘 岁，够条件了，就积极报名参军。组

织上却动员我当警察，说在后方保卫祖国也十分重要，就这样，我当上了一位

光荣的人民警察。

当时，上海刚解放不久，社会还比较复杂混乱，管治安的警察不多，而且

队伍鱼龙混杂。从我后来管辖的地段来讲，闸北区中兴路北面，原是一片“坟

$



银幕外的“马天民”到底啥模样摇 ■

　 １９５１年马人俊在指江庙路派出所工作时留影

头山”。员怨源苑 年至 员怨源愿 年期间，

苏北地区解放战争的“拉锯战”

开始，解放军最终七战七胜，当

地的许多国民党残敌、还乡团以

及“拉锯战”中叛变的叛徒都逃

到我当时管辖的地段来藏身。当

然，也有不少劳动人民是为躲避

战乱逃难到这一地区来谋生的。

当时的警察队伍比较混乱，

大多数都是国民党时期的留用人

员，还有一些南下的干部，其中

许多也是不久前北方城市解放后

留用的旧警察，经改编随军南下

的，真正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很少。

这些老警察上岗后仍旧习难改，对老百姓习惯吆五喝六，敲诈勒索。群众

很看不起他们，甚至讨厌当警察的人。

所以，我家里人一听说我要当警察，就坚决反对，他们劝我说：“好铁不

打钉，好男不当兵，更别说当警察。你当个老百姓看不起的警察，连我们都在

众人面前抬不起头！”

员怨缘园年 员园月，我们 圆园园多名从上海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和七宝中学选拔

来的学生警察，集中在龙华大明火柴厂集训。有一天，我家里人冲进来，强行

将我的被褥抱回家，说宁可让我在家里吃白饭，也坚决不准我干警察！

那时我确实很痛苦、很矛盾，但是集训队的领导、教员及时教育、鼓励

我，让我逐步懂得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必须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

政权。我们有自己的军队，也要有自己的警察队伍———一支与国民党警察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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