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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扬州地处江淮中心，历来为南漕北运的咽喉。历代统治阶级对于强化扬州的警察统治十

分重视。清同治八年(1869)扬州建保甲总局，巡缉盗贼，编查户口，维护与管理地方治安。

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巡警，光绪三十四年组建扬州巡警总局，并由知府任督办，配置

警、卒、官、兵数百人．辛亥革命以后，扬州撤府存县，裁撤甘来．并入江都，组建江都县

警察机构，不久改称公安局，曾列为江苏省五个一等县公安局之列，配备了众多的员警，实

施警察统治。

日军侵占扬州期间，除强化警察统治外，建立了名目众多的特务机构，残酷镇压抗日爱

国进步人士，烧杀抢掠、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抗日战争期间，在扬州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人民公安机关随党委、民主政

府流动办公，公安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与日、伪势力及反动警、宪、特、土匪、流氓进行斗

争，锄奸、反特，保卫党，保卫人民，保卫根据地，维护地方治安。革命根据地出现良好社

会风气和安定环境。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复建江都县警察总局，由于国民党政权腐败，军、警、宪、

特各自为政，贪赃枉法，置人民安危和利益于不顾，土匪、恶霸、地痞、流氓为非作歹，贩

毒、卖淫、诈骗、偷盗、抢劫司空见惯，社会治安极度混乱。国民党政权在进一步强化警察

机关的同时，还组建了各系特务组织，实行白色恐怖，疯狂地镇压进步人士，压迫广大人民

群众。迄至民国38年4月扬州地区诸县(市)相继解放，国民党警察机构随其旧政权的垮台

而同时覆灭。

解放后，人民公安机关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为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维

护社会治安，先后开展对反动党、团、特人员的自新登记，遣送散兵游勇，剿匪肃特，取缔

娼妓，禁烟肃毒，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50年代初期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镇压

反革命运动，取缔反动会道门，严厉打击敌对分子破坏活动，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

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同时，大力开展社会治安整顿和管理，建立健全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并

依据法律有效地实施对敌对阶级分子的监督改造。加强侦察破案，及时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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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队，第一分局改为分驻所．下设12个派出所I乡区除原有6个镇分局外，新增李典、黄珏

2个分局。是年12月14日扬州沦陷，县警察局随县政府撤往扬州东乡(今江都塘头乡)。

民国34年8月重建江都县警察总局，县长周秋如兼任局长。局设总务、行政、司法、外

事科，督察处和刑警、水警、消防、清洁、义务警察队，城内设南、北2个分局I乡区于仙

女、大桥、邵伯、大仪、瓜洲5地设分局，李典、宜陵、黄珏3地设分驻所。民国37年3月

城内设18个巡守所，9月缩编，乡区仅留仙女、邵伯、瓜洲3个分局，六圩、霍桥为分驻所，

江都县警察总局编制人数为824人，其中警官83人，警604人，侠37人。是年底，警察总局

随县政府撒往瓜洲，准备南逃。民国38年1月25日扬州城解放，警察总局消亡。

附：日伪时期江都县警保局(警察总所)

民国26年12月14日，日军侵占扬州，由“维持会”出面组建江都县警保局，驻城内左

卫街(今广陵路)，次年更名警察总所，设总务、行政、司法课、督察处、翻译室、水巡、债

缉、消防队，辖区东至嘶马(今属江都县境)，西至大仪(今属仪征市境)，南至瓜洲和六圩，

北至黄珏桥(今属邗江县境)。警察总所的活动地主要在市内教场、西翻、北门和新北门4个

分所，乡区分所活动范围有限。抗日战争胜利后，警察总所覆灭。 ．．

第三节人民公安机关

一、根据地公安机关
民国29年7月25日，新四军进驻泰兴县黄桥镇，8月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设保卫

科，10月改保安处，此为扬州地区最早的人民公安机关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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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为李明朝、张奇珍。局内设政治处、纪检组、办公室及政保、内保、警卫、外事、治安、

预审、通信、行政装备、技侦科，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支队、消防警察支队、收容审查

站、干部培训班。按人民警察职责分为：户籍、治安，刑事、外事、交通、消防、武警和经

济民警8种。业务上属江苏省公安厅领导，行政、党务属地方。中共扬州市委委派党组书记，

局长兼任。扬州市公安局辖泰州、仪征、兴化、江都，邗江、高邮、宝应、泰县、泰兴、靖

江10县(市)公安局和广陵、郊区2个公安分局，334个公安派出所。

第二章户口管理

清末年间保甲总局设司、董官职，于每年春秋二季编查户口，实行保甲制。民国以后，江

都县政府以警察机关和民政部门共管户口，沿袭保甲制度，日伪时期仍以保甲管理户口。抗

战胜利以后，江都县政府以警察机关、商会绅士、区乡保甲长，进行户口大检查，实行“联

保、联坐、切结”户口管理，成为抽丁纳税、管制人员、镇压革命人民的一种手段。解放后，

行政区公安局(处)设治安科，各县市公安局设治安股(科)为管理户口的具体业务部门。

第一节调查统计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民政部关于筹备立宪奏定公布《：调查户口章程》以后，

扬州府开展一次户口调查，城市以居住街巷，农村以自然村庄，以户进行户口调查。调查项

目为迁出、迁入、出生，死亡、收养、婚嫁、弃儿、继承等。采用10户为牌，10牌为甲，10

甲为保的编组方法。 ，

民国24年，江都县政府根据江苏省民政厅编查保甲，清查户口的要求，于所辖10个区

成立户口调查所，开展户口调查，查户数、人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居住年限、职业构

成。取消民国初年使用5户为邻，25户为闾的编组方法。采用农村10户为甲，10甲为保；城

镇10户为甲，25甲为保的编组方法。全县共218675户，1059434人。民国36年，国民政府

内政都督各省、市政府进行户口清查，江都县政府指派编查委员，抽调县政府所属机关、学

校教职员组成88个组，城区由警察机关、商会，农村由保甲长负责进行户口清查工作，重新

编组保甲，以15户为甲，200户为保，全县编成88乡(镇)，1166保，15696甲，272104户，

1324544人。

新中国建立后至1987年，根据中央、省统一部署，扬州地区开展过3次人口普查。首次

人口普查于1953年6月开始，次年3月结束，标准统计时间为1953年7月1日零时，普查

项目为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与户主关系5项，普查时扬州地区辖扬州、泰州2市，兴

化、高邮、宝应、靖江，泰兴、泰县、江都、仪征、六合、江浦lO县，计“4区，1607乡

(镇)，1482462户，6224569人(不含六合、江浦)。第二次人口普查于1964年5月开始，同

年10月底结束，标准统计时间为1964年7月1日零时，普查项目较首次增加了文化程度、职

业、阶级成分。其时扬州地区辖扬州、泰州2市，兴化、高邮、宝应、靖江、泰兴、泰县、江

都、邗江、金湖、仪征、六合、江浦12县，共1631301户，6293386人(不含六合、江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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