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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765·

封建社会，司法与行政合二为一。地方行政长官兼理治安管理和司法审判，“掌政令、平赋役、

听治讼、兴教化、励风治”，其主要职责为听讼断狱。同时也设置执掌地方治安的职能部门。通常是

“民不告，官不究”。《隋书·食货》载：六朝时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曹一人，直

水五人，以查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境者，并以十分税一以入官。元代建康路城设

有宣尉司，专主巡捕。明嘉靖末年(1566)设有巡逻官军。清同治三年(1864)，江宁府成立保甲总

局，境内属西北分局，为境内官办警察机构之始。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宁府实行警察制度，设巡

警和守望警，以维持府城治安。民国时期，境内先后设南京警察机关的北区局、六区局、四区局等。

民国16年(1927)，江宁地方法院成立，审判机构首次称“法院”，实行审检合署，境内的司法活动统

归江宁地方法院管辖。

南京解放后，区内成立南京市公安局第六分局，后改为第五分局，1955年8月改称鼓楼区公安

分局。1950年8月和1955年12月，区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成立。当时的司法行政工作由区法

院兼理。“文化大革命”中，区公、检、法被“砸烂”，实行军管。区公、检、法军管会设办案组办理少数

刑事案件。1973年3月，撤销军事管制，恢复区法院和区公安分局建制。1978年12月，恢复区人

民检察院建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拨乱反正，加强经济建设，政法工作得到加强，政法机构日益完

善，政法队伍不断壮大，素质逐步提高。1981年5月，区设立司法行政机构。1985年1月，区成立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并成立办公室专门处理日常工作。1991年17月，成立区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委员会。至2000年，区政法机关积极运用法律武器，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在工作中相互支

持、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严格依法办事，在全区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依靠

群众开展“群防群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刑事检察和法律监督。依法审理各类民事、经

济、行政案件。开展普法教育及律师、公证业务。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

全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为全区人民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一章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建国后，鼓楼区内的社会治安管理，在运用革命根据地社会治安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重点依靠

专门机关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实行管理。1958年4月10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十无”(无火灾、无

盗窃、无流氓滋扰事件、无政治谣言、无不报和不销户口、无赌博、无聚众哄闹事件、无交通死亡事

故、无反革命破坏事故、无积案)安全竞赛活动。至年底，全区91个居委会中，有87个成为安全居

委会，59个成为“十无”居委会。90％以上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成为安全单位。“文化大革命”期间，

社会治安管理受到破坏。1979年起，逐步重视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

1985年，区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后改委员会)，统一领导并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是年底，区被省委、省政府授予“1985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地区”称号。1992年，区成

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理事会，鼓励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1993年3月，在全省政法工

作会议上，区被评为省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区。1995年4月，区被评为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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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月5日，鼓楼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立，组长由区长于顺浪兼任，季诚、吴

德翔为副组长。办公地点设在区政法委内，由区政法委员会工作人员兼任综合治理工作人员，两块

牌子，一套班子合署办公。同年1月15日，各街道及人数在200人以上的单位均成立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领导小组和综合治理办公室(简称综治办)。1986年5月，凡人数在50人以上的单位均成

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大单位设综治办，小单位有专人负责。1991年7月30日，鼓楼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更名为鼓楼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区综治委)。主任由

区长华庆富兼任，副主任由区委宣传部长严苏扬、区政法委员会副书记蒋实甫担任。委员由区委

办、区政府办、区人武部、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民政局、区劳动局、

区教育局、区文化局、区工商局、区税务局、区总工会、区妇联、团区委、区计经委的负责人组成，共

21人。区综治委下设办公室。1993年7月5日，经区委研究决定调整区综治委成员，张大强为主

任，陈安国、蒋实甫为副主任。1994年3月12日调整区综治委成员，新增补区纪委、监察局、区委

组织部、人事局负责人参加。1996年4月4日调整区综治委成员。调整后的成员为：主任李福全，

副主任陈安国、曹光荣，其他成员26人，共29人。1999年9月22日，区委、区政府决定区长、书记

不再担任政法委书记和综治委主任，由分管区委副书记担任。调整区综治委组成人员，主任崔政

平、副主任周龙昌，另由19个部门负责人组成。区综治办历任主任葛孝先、徐敦虎。至2000年机

构未变。 ，

【区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理事会】

为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维护社会治安，表彰奖励见义勇为同犯罪分子及重大治安灾害事故

作斗争的有功人员，1992年5月25日，区设立人民群众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同时成立见义勇为理

事会，名誉理事长戴为然、张耀华，理事长华庆富，名誉理事施正东，副理事长严苏扬、蒋实甫。常务

理事5名，理事13名。秘书长葛孝先。原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为理事会题词：“弘扬正气”。至2000

年机构未变。

第二节维护社会稳定

【宣传教育】

1992年3月，区乘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颁布一周年之机，开

展综合治理宣传月活动，区综治委组织公枪法司、文化、劳动、丁商、税务等部门，在鼓楼广场联合举

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法律咨询活动。同时9个街道在鼓楼广场举办综治宣传的黑板报展评

活动。同年7月l～9日，区综治委在江苏省总工会科技中心展览犬厅，举办鼓楼区社会治安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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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成果展，每天有千人以上参观，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7月lo～11日两天又分别在南京

三乐电器总公司(原南京电子管厂)、鼓楼广场展出。8月28日，在南京市第二中学召开鼓楼区法

制教育讲师团成立大会，讲师团成员由公检法司28名干警组成。1997年8月28日，成立鼓楼区

10个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研讨会。1998年9月7～9日，区综治委组织部分区委常委和部

分人大代表，对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行视察，被视察单位有2个街道(五台山街道、中央门

街道)、3个居委会(怡景花园、工人新村、石头城新村)和3个驻区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南京

电力自动化研究院、玄武饭店)。2000年9月4日下午，市委、市政府在鼓楼区召开全市“深化社区

创安、落实综合治理措施，确保社会稳定”现场会，15个区县分管政法的领导和全市综治成员计130

人出席会议，区作经验介绍，与会者参观鼓楼区江东街道联防队和湖南路小区。

【制度与措施】

80年代起，区委常委会每年都安排2,--．．3次会议，专题研究社会稳定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和

具体要求。1991年4月成立鼓楼区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全市率先实行稳定工作责任制。至

2000年，由于稳定工作责任明确，措施得力，确保了第三届全国城市运动会、香港回归、中共十五大

和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召开等重大活动期间的社会安全。

1994年初，依据《南京市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治安保卫工作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

在全市率先推行《南京市鼓楼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财产被盗责任赔偿办法》，增强单位领导、职工

的防范意识，单位内部盗窃案件得到遏制。1995年开始，实行公安、街道和有关部门主要责任人与

区长签订责任书并个人交纳500元保证金的办法，强化防盗责任。驻区单位领导及村、居委会主任

与街道领导签订责任书时也实行个人交纳保证金制度。同时，在全市率先推出向驻区单位上级主

管部门通报该单位综治工作情况的措施，统一印制《南京市鼓楼区驻区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情况通报书》，得到省、市政法委领导的充分肯定。1996年在人寿保险公司南京分公司的支持下，

在全市率先为居民开办“综合治理家庭财产安全保险”，既让居民住户在遭受意外财产损失时能得

到一定的经济补偿，又用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招聘治安联防队员。至2000年，这一活动仍在坚持。

1986年开始，鼓楼区建立刑事案件发案破案情况、矛盾纠纷调处情况、组织机构建设情况、来

信来访接待情况、“两劳”(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安置帮教情况、综治活动开展情况等6项工作台账

登记制度。1987年开始，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要求，量化落实到部门、街道、

单位，将年初计划分解与所签责任书内容进行百分制考核。1991年开始，坚持每月一次街道综治

办主任例会制度。由区公安分局选派一名公安干警到街道担任综治办主任。另外，从驻区单位抽

调人员组成街道地区综治办。坚持每年邀请法律专家、省市专业部门的领导对驻区单位领导、街道

分管领导、村居委会主任、治保主任、调解主任进行全面、系统的业务培训。1994年初，根据中央政

法委等五部委《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若干规定》，在全市率先出台《南京市鼓楼

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细则》，把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基本要求、奋斗目标、

考核范围、考核办法及“一票否决”办法作了明确规定，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社会化管理范

畴。1995年开始，坚持由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区综治委主任制度，街道由主管领导担任街道

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组长。坚持层层签订治安责任书并由个人交纳保证金制度。是

年，还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向7人以上50人以下的小型企事业单位延伸，将原来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四不管”(本单位不管、主管部门不管、街道不管、派出所不管)的单位管起来，由街道

领导与单位领导签订责任书，受到市综治委好评，并在全市进行推广。1998年6月28日，成立鼓

楼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关工委)，坚持每年召开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研讨会，探

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措施。1999年3月，鼓楼区综治委与区教委联合作出“全区中小学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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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卫委员会(简称治保会)。群防、群治工作从工厂建立治安联防队开始，逐步发展到在学校建立

护校队、民兵治安巡逻队、经警保安队等。长期坚持护厂、护校、护街巡逻。“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

度受到影响，80年代后陆续恢复。90年代开始，各街道组织大学生志愿者义务巡逻队、社区中共党

员义务巡逻队、老干部老党员“夕阳红”巡逻队、下岗职工义务巡逻队等，形成全方位治安防范网络。

到2000年，鼓楼区有治安联防队107支1700人，护厂、护校队64支630人，村民护村队4支72

人，看楼护院队58个580人，经警保安队14个166人。社区居委会治保会201个1373人。

【帮教安置】

1986年初，成立鼓楼区刑释解教人员管理帮教工作领导小组，把管理帮教工作列入“一把手工

程”，主要领导主抓。由区长任组长，公安分局、司法局、民政局、劳动局、财政局等10个成员单位参

加。90年代起，各街道建立刑释解教人员管理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站，并以此为基础，横向延

伸到辖区各大企业、事业单位、各居委会均成立刑释解教人员管理帮教工作小组。区及时制定《鼓

楼区刑释解教人员管理帮教领导小组和成员单位及办公室工作职责》、《鼓楼区刑释解教人员管理

帮教工作制度》、《鼓楼区刑释解教人员管理帮教工作纪律》和《鼓楼区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管理

帮教工作站工作考核标准》，建立统一的管理帮教工作人员卡和刑释解教人员列管卡和帮教工作台

账“两卡一账”制度。区综治办、关工委等单位专程到江苏省第九、十、十一劳改支队和大连山江苏

省少管所，开展联手帮教工作。在对刑释解教人员加强管理的基础上，多渠道地安置他们的工作，

每年保持90％以上的安置率。1995年始，建立刑释解教人员上岗技能培训制度，规定刑释解教人

员回归3年内均可申请登记，接受免费或优惠培训。对于确无生活来源且生活困难者，申请时间可

放宽到5年。各街道也视刑释解教人员多少，采取小班培训或个别教学等办法，使他们粗通一些就

业技能。至2000年，全区已有管理帮教工作领导小组11个，工作小组395个，计1089人。基层管

理帮教组织网络覆盖全区。鼓楼区与大连山劳教所联合建立南京育新劳动教养职业技术教育学

校，年底，电脑培训班已有69名学员拿到劳动部门颁发的电脑初级资格证书。在组织技能培训的

同时，采取政府指导、社会安置、组织协调和自谋职业的办法，为刑释解教人员提供就业机会。湖南

路作为全国“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街道领导认为，让刑释解教人员闲散在社会，就会给“文明一

条街”带来负面影响，把他们安置好，融进文明环境，能促使他们早日弃旧图新。1997～2000年，湖

南路街道已安置27名刑释解教人员就业，他们都能守法经营，讲究信用，受到客户好评。区对刑释

解教人员就业安置，更多的是指导他们自谋职业，全区自谋就业面达80．2％。对于已经就业的，每季

度回访一次，了解就业情况，并记上台账。发现失业的，设法提供帮助，使其尽快重新就业。1997～

2000年，全区共接待登记刑释解教人员708人，衔接率为lOO％，帮教率达到95％以上，安置率保

持在90％以上，重新犯罪率控制在5％以下。1999年，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被

省综治委评为先进集体，2000年又被市政府评为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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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创安’’活动

1996年，为进一步推动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综治委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广泛开展创建安全文明小区、安全文明单位为主要内容的

各种形式创建活动的要求，全区开展创建安全文明小区、安全文明村镇、安全文明单位的“创安”活

动。至2000年，活动正不断深入。

【标准】

1996年制定，至2000年仍在执行的“创安”标准为，安全文明小区标准：小区管理机构健全，群

防群治落实；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重新犯罪率低于5％；居民对小区治安的满意率达80％以上。

安全文明村镇标准：综治组织健全，治安防范措施落实；法制教育得力，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重

新犯罪率低于5％；村风民风良好，村民对治安满意率达80％以上。安全文明单位标准：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党政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单位内部治安秩序良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和轻微违法行为人员帮教措施落

实，转化率达95％以上。

【措施】

1996年3月，区综治委印发《关于开展创建安全文明活动的通知》，全区“创安”工作由区综治

办和公安分局负责日常工作，区综治委负责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创建规划、宣传发动、检查考核。

在创优争先评比中，对“创安”工作不力，治安问题多的单位，实行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5月15

日，区综治委就“创安”工作在三牌楼街道地区调查研究，并确定三牌楼街道、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

总厂等单位为“创安”试点单位，根据调查制定全区1997---1999年“创安”规划。1998年9月8日，

鼓楼区10个街道综治办主任在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召开“创安”工作专题研讨会，对创建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广泛讨论。2000年，区综治委狠抓“创安”先进经验的推广和文明单位的巩固，将“创

安”工作推向深入。

【实绩】

1997年12月在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年终检查中，鼓楼、江东、五台山、宁海路和挹江门街道

被评为1997年市级“创安”达标街道，五台山街道为“创安”示范街道；中保村、清江村为“创安”示范

村；古平北村、新模范马路居委会为创安示范小区；南京建筑工程学院、金陵饭店为“创安”示范单

位；区公安分局、南京电力自动化研究院、颐和路小区为省级“创安”先进集体。1999年，南京电力

自动化设备总厂、鼓楼街道、石头城新村小区分别被评为1998年度省级安全文明单位、安全文明街

道、安全文明小区。2000年9月，市委、市政府将鼓楼区“创安”工作经验推广至全市。

第五节倡导见义勇为

建国后，区内时有见义勇为壮举发生，为社会所赞扬。1989年3月1日，鼓楼区房地产局下属

开发二公司职工周正武勇斗歹徒，抓获抢劫1．5万元人民币的罪犯，被市政府授予“维护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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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分子”称号，记大功一次。90年代至2000年，区政府采取激励措施，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弘扬

社会美德，树立社会正气，促进社会治安的进一步好转。

【基金】

1992年8月，鼓楼区设立区人民群众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其宗旨是：发扬扶正祛邪的社会公

德，鼓励见义勇为维护社会治安的行为，褒奖临危不惧、见义勇为的有功人员，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的来源：区财政拨款，驻区机关、学校、部队、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团体个

人捐助。管理办法：基金由区综治办管理，由区财政局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只用利息，不用本金。

奖励审批权限：奖金数额在2000元及其以下的，由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研究审核；奖金数额在2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由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研究审核；奖金数额在5000元及其以上的，由

常务理事会议研究审核。到2000年底，奖励基金本利已达60万元之多。

【表彰】

1992年12月22日，在军人俱乐部影剧院，首次召开鼓楼区人民群众见义勇为表彰奖励大会，

奖励13位有功人员。1993年1月3日为解决见义勇为者后顾之忧，区基金理事会决定，每年为20

名见义勇为者每人投最高金额为2万元的人身伤害保险。是年12月18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南京

市十佳见义勇为好市民表彰命名大会。鼓楼区的刘兰英、徐晓东、卢国忠分别获得第一、二、三名。

1994年11月17日上午，在区委小礼堂鼓楼区再次召开人民群众见义勇为表彰奖励大会，受到表

彰奖励的有28人，颁发奖金12100元。这些人员中有干部、工人、出租汽车司机、农民和联防队员。

到2000年底，先后奖励见义勇为者550人，颁发奖金20．3万元，有2人获人身伤害保险理赔，理赔

金额2500元。

第二章 公 安

六朝时期，在境内石头城置石头津，专事捕盗贼、逃亡者和收税。明嘉靖末年(1566)境内设有

巡逻官军，清乾隆年间(1736～1795)置巡逻营，同治三年(1864)江宁府成立保甲总局，光绪二十八

年(1902)江宁府改保甲总局为警察总局，南京始有警察机构。民国18年(1929)首都警察厅成立，

在境内设六区警察局，下设5个分驻所。民国26年，日军侵占南京，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西撤重

庆，日伪政权设立南京警察厅，境内设四区警察局。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

从重庆迁回南京，在境内设北区警察局，下设老菜市、挹江门、湖南路、保泰街、三牌楼、玄武门、阴阳

营7个警察派驻所。

南京解放的当年5月15日，建立南京市公安局。同日在区内成立市公安局第六分局，后改称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区分局。区公安分局在南京市公安局及区委、区政府的领导F，坚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专门机关和依靠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先后开展缉捕盗匪、镇压反革命、禁毒、

禁娼、禁赌等斗．争，对稳定社会治安秩序、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起了重要作用。在打击反革命分子与

刑事犯罪分子的同时，积极开展经济文化保卫和户籍管理以及各项治安管理工作，保卫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给公安工作带来灾难。1967年8月，公安机关受到严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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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公安人员被撵出公安机关。社会上“打、砸、抢”成风，社会治安混乱，一些造反派组织任意抓

人，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1970年12月，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肯

定建国后17年的公安工作，确认绝大多数公安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公安工作出现转机。1972

年后，一批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陆续调回公安分局。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2000年，区公安分局经过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平反纠正

冤、假、错案，恢复公安机关的人民民主专政职能，不断加强公安队伍的业务建设，大力整顿社会治

安秩序，加强治安防范、户籍管理和消防管理，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主力军的作用。

第一节机构与队伍

【清及清以前治安部门及警察机构】

古代南京地方行政、司法不分，由府县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审判和治安事宜，通常设有类似警察

的巡逻官军、巡逻营和津卡，官府内设巡守、捕快，行使治安捕人等职能。元至元十四年(1277)，建

康府城以内桥为界，南为江宁县，北为上元县(境内属上元县辖区)，县设尉所，专主巡捕。明嘉靖三

十四年(1555)，城关街巷设巡逻官军。清乾隆年间设巡逻营。清咸丰三年、太平天国三年(1853)，

天京各城门设巡守，各街道设巡查。同治三年(1864)，辖上元、江宁的江宁府在府城成立保甲总局，

分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局，各设局员。划百户为甲，设甲长。局员、甲长行稽丁口、置巡卡、除盗

贼之责。局员率清兵夜巡。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成立巡警部，省设巡警道，县设巡警局或

警察局。是年，江宁府改保甲总局为警察总局，警察统一着警察制服，南京警察由此开始。

【辛亥革命后至解放前警察机构】

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兴起。十月十二日(12月2日)，江浙联军光复江宁府，废除旧警

制，成立江宁巡警总监。城区设立巡警区。民国元年(1912)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都江宁府，

改江宁府为南京府，废上元、江宁两县。江宁巡警总监易名南京巡警总局。是年4月，临时政府由

南京迁都北京。6月，江苏省都督府由苏州移至南京。民国2年2月，南京巡警总局改组为江苏省

城警察厅。城区设4个警察署。民国4年8月，在城区改设东区、南区、西区、北区、中区及下关区

6个警察署，境内为北区。

民国16年(1927)4月18日，国民政府定南京为首都，设南京市公安局。同年6月，改称南京

特别市公安局。城区仍设东、南、西、北、中及下关6个区警察署。境内为北区警察署，下设分署，署

设署长，分署设署员、巡官书记，每分署设警员6人。北区警察署的划分，基本上与行政区一致。民

国18年3月，南京特别市公安局更名为首都公安局。是年10月，更名为首都警察厅，以序号排列

分设8个警察局，境内为第六区警察局，设局长1人，局员2人，巡官2人，办事员3人，户口调查员

4人，记事员4人。下设5个分驻所，分驻所设巡官1人，记事员1人。六区警察局共有警员212

人，平均每平方公里警察人数26人，平均每个警察管辖户数为64户，人口319人。民国23年，首

都警察厅以南京市区为基础，将辖区扩大，机构重组，第六警察局与第七警察局合并为第六警察局，

人员增为539人。局址：将军庙。下设鼓楼北、保泰街、虎踞关、门楼上、马台街、妙乡、芦席营、静

界寺、五洲公园、丹凤街等lo个分驻所，玄武门、三牌楼、归云堂、金川门、大石桥、新门口、和平门等

7个派出所。

民国26年(1937)12月，日军侵占南京。翌年1月1日，伪南京市警察厅成立，市区设8个区

；，i

铡



· 772 ·

警察局(境内为第四区)。第四区警察局设局长1人，局下设警察所，设所长1人，每所辖若于勤务

区，每勤务区配警长1人，警士7人，负责该地段各项工作。另外，局与所及各重要地段设警备班，

配有警长1·人，警士10人，管理内勤工作，并作机动出勤之用。

民国34年(1945)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0日，国民政府接管伪首都警察总监

署，恢复首都警察厅建制。翌年6月，首都警察厅设东区、南区、西区、北区、中区、下关区等12个警

察局，境内为北区警察局。局址：江苏路29号。民国37年1月北区警察局下设玄武门、三牌楼、

湖北路、保泰街、老菜市、阴阳营、挹江门等7个分驻所。

南京解放的当年5月15日，建立南京市公安局第六公安分局(现鼓楼区公安分局)，内设人事、

侦察、治安、总务4个科，下设鼓楼、挹江门、三牌楼、山西路、丁家桥、阴阳营、玄武门、玄武湖8个派

出所。区域为东至环湖马路、鸡鸣寺，南至保泰街、汉口路，西至草场门、定淮门，北至挹江门、中央

门外库伦路。1950年，增设中央门、高门楼、蔡家巷、水佐岗4个派出所。1950年6月，市区划调

整，第六区改为第五区，市公安局第六分局亦相应改为第五分局。将玄武门、玄武湖两个派出所划

归第一分局，上海路、广州路、沈举人巷3个派出所划人第五分局。1951年，高门楼、蔡家巷、广州

路3个派出所被撤销。1954年5月，根据市公安局决定，撤销山西路派出所，将该所管辖地区分别

划归鼓楼、阴阳营、水佐岗3个派出所。1955年8月，五区人民委员会更名为鼓楼区人民委员会。

第五分局亦相应改称鼓楼区公安分局。1957年9月25日，根据市公安局决定，撤销上海路派出

所。1960年9月14日，燕子矶、小市两个派出所划归鼓楼区分局，1963年5月，燕子矶派出所划归

郊区分局。1965年10月，小市派出所划归栖霞区分局。

“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机关受到严重破坏。1967年3月21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对区实

行军事管制，成立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延安区分会。同日，市军管会延安区分会决定将区公安、

检察、法院部分留守人员合并为延安区公检法军管组。1969年3月，区公检法军管组改称公检法

军管会，内设办事、办案、侦破、政工组和看守所。下设挹江门、水佐岗、三牌楼、鼓楼、中央门、丁家

桥、华侨路、五台山、向阳9个派出所。1971年9月，由王汝峰等7人组成延安区公安分局军管会。

1973年3月，撤销军事管制，恢复区公安分局建制，称延安区公安分局。10月9日，根据市革委会

决定，将“文化大革命”中改名的广场、道路恢复原名。向阳派出所改称宁海路派出所。11月，延安

区恢复为鼓楼区，延安区公安分局亦相应恢复为鼓楼区公安分局。据统计，区公安分局在“文化大

革命”运动期间有干警174人，其中，被逼自杀1人，143人被调离公安机关，仅有30人留在公安机

关工作，占干警总数的17％。

1974年9月，区分局设消防股，干警由市消防支队委派，指导区属企事业单位和街道的消防行

政工作。1979年改称防火股。1980年7月，区公安分局内设机构改股为科。1983年1月，根据中

共中央决定，将公安消防机构纳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序列，业务上受同级公安机关领导。1983

年5月，分局防火股更名为消防科，干警仍由市消防支队委派。1992年9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分局有388人被授予警督、警司、警员警衔，其中：一级警督lo人，二级警

督53人，三级警督59人；一级警司60人，二级警司115人，三级警司89人；警员2人。1994年，刑

警队、治安队分别更名为刑警大队、治安大队。1995年4月，看守所改为科建制。1995年，河西地

区上新河划归鼓楼区，上新河派出所列入区公安分局序列。1996年3月，上新河派出所更名为江

东派出所。1999年4月，丁家桥派出所更名为湖南路派出所。同年11月，区公安分局成立省委、

省政府民警办公室，由8名干警组成。2000年5月，分局增设经案大队。

1983年，鼓楼派出所在全国公安战线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战役中荣立集体二等功，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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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安部通报表扬。1993年、1995年、1996年度区公安分局分别被评为全国优秀公安分局。1998

年度分局破案等6项主要公安统计数据再次全部名列全市之首，受到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

高度赞誉，省公安厅李明朝厅长题词“忠诚”，成为鼓楼全体公安民警的真实写照和前进动力。2000

年12月，分局内设24个科、所、队。其中科室14个：秘书科、政委办、政保科、内保科、治安科、预

审科、法制科、纪检室、指挥室、刑警大队、经案大队、治安大队、看守所、消防科；派出所10个：华侨

路、五台山、宁海路、鼓楼、湖南路、中央门、三牌楼、水佐岗、挹江门、江东派出所。区公安分局历任

局长：杨可忠、李德来、董其国、陈耀、李作瑞、董瑞堂、贾铭芝、张如云、王汝峰、邵景绪、蒋实甫、陈

龙贵、胥家林、赵林源、孙文德、葛孝先。 ，

【驻区公安机构】

江苏省公安厅 1953年成立。1967年更名为江苏省公检法军管会。1973年军管结束后，

1974年1月1日，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江苏省公安厅更名为江苏省公安局。1980年4月19日，江

苏省公安局恢复为江苏省公安厅，至2000年机构未变。厅址：扬州路1号。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南京市消防支队(见第十六编《军事》第三章第一节)

南京交警五大队 1951年成立至2000年机构未变。隶属于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队

址：江苏路33号。

公交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1993年9月成立，至2000年机构未变。隶属于南京市公安局公

交治安分局。所址：随家仓222号。

消防鼓楼中队南京市公安局消防大队一中队，成立于1985年2月。1987年改为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南京市消防支队特勤队，2000年改为消防鼓楼中队。隶属于市消防支队。队址：北

京西路1号。

第二节户政管理
、

解放前，南京户口管理十分混乱。1949年解放后，市政府公安局治安处成立，设户政科管理全

市户政。废除国民政府的保甲制度，大胆进行户政改革，推出一系列户口管理的新举措，建立起新

的户口管理机制。区公安分局设治安股具体负责辖区的户政管理和人口统计工作。各派出所设户

籍外勤民警负责责任区居民的户口管理工作，并设户籍内勤办理所辖区的户口移动工作。至2000

年，户政已逐步实现科学化、信息化管理。

【户口登记】

解放前，国民党当局继承历代封建王朝的保甲户籍制度，户口管理十分混乱，市区街巷名称不

清，一街多名，街巷混杂，住户门牌多有空号、重号，有的附号编到90个以上。1950年7月，根据市

政府公安局的统一部署，对全区居民进行户口登记工作。通过整编街巷门牌和户口大登记，全区查

出漏报503户，2938人；更正户口项目4397项；补办出生、死亡户口286人；发现有政治性质问题

和刑事犯罪嫌疑的人员800人。按照《南京市市民户口申报规则》，实行每户一本户口簿制度。

1981年市区实行户口簿改革，取消出身和成份等项目，增加居民身份证编号等。1998年，区公安分

局完成对居民户口簿以旧换新工作。2000年，区公安分局认真贯彻省公安厅有关户口管理工作会

议精神，在以实际居住地人口管理的基础上，以房屋为载体，落实以房管人的工作措施，对常住、寄

住和暂住人口实行分层次管理，加大人口管理力度，保障社区居民治安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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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管理】

1950年3月起，区公安分局认真贯彻执行市公安局制定的《南京市户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加强户口管理，收集统计人口资料，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市政建设提供可靠依据。按

照《办法》要求，坚持常住人口统计月报制度，年终户口核对制度和迁入、迁出、出生、死亡、变更项目

登记制度以及寄宿户口申报制度等。对正式或寄宿在市区内机关、学校、团体、公私企业等单位的

公共户口也按照《办法》进行管理，一个单位按1户计算。公共户口的管理和统计工作由单位人事

保卫部门或人事部门的人员负责，由驻地管段民警管理。1953年9月，全区管理的公共户口是658

户，58832人；1955年7月，有公共户口241户，38170人；1956年3月，有公共户口(以后称集体户

口)211户，41307人；2000年底，全区有集体户口257户，97663人。

【人口信息管理】

1955年11月，区公安分局对市内16周岁以上的常住人口，建立人口卡片。从整理户口活页

人手，对全区居民挨门逐户核对，建立人口卡125283张。1957年4月起，市公安局开办市民住址

查询业务。1992年起，对新建16周岁以上常住人口卡输入电脑进行管理。1993年，市公安局以鼓

楼区为试点，举办全市人口信息电脑管理培训班，并以华侨路派出所为试点。1994年夏，在其余8

个派出所全面推行人口信息电脑管理。电脑管理要求人口信息采集，在原常住户口登记表的项目

中增加身高、血型、照片等12个项目。至2000年，全区常住人口的登记、迁移、统计、检索和打印等

工作均实行电子计算机操作，并与市公安系统电脑联网，任何一个公安派出所都可接待群众来访，

查询有关人口资料。对需要查询1992年以前户口迁出南京市人口卡档的，仍由市公安局治安处

查询。

【制发居民身份证】

1985年9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正式公布施行。区政府于1986年7月

起，用两个月时间，组织机关、街道、居委会干部和公安民警1432名，对辖区内97564户、358067人进行调

查核对，共变更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住址、婚姻等项目53627个。确定应发证的16周岁以

上居民297020人，除因出差、出国、住院等原因不能按时领证的，实发证人数为287448人，发证率达

96．78％。按条例规定对16～25周岁的，发给有效期10年的居民身份证，对26"--45周岁的发给有效期

20年的居民身份证，46周岁及其以上的发给长期有效的居民身份证。1987年起，全区9个派出所相继配

备办理专职身份证内勤，分局设身份证管理办公室，使身份证管理工作逐步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全

区从1986年至2000年底，共办发身份证433313人，办理临时身份证3813人。

【特种户口管理】

解放后，全区列为特种户口管理的有264户，354人，其中：匪特嫌疑9户，13人；盗窃嫌疑43

户，57人；吸售烟毒嫌疑93户，105人；赌博嫌疑42户，64人；暗娼8户，10人；歌女舞女1户，1

人；无业游民68户，104人。1950年列为特种户口管理的是89人，其中政治类22人，军政类18

人，治安类49人。以后对特种户口的人员通常称为“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危害

社会治安的坏分子，依靠广大群众对其进行监督改造。1978年以前，各派出所始终把特种户口的

管理放在主要视线之内。“文化大革命”以后，逐步进行对改造好的“四类分子”的摘帽工作。1971

年，全区列管的“四类分子”299名，1976年244名。1978年110名。197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

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精神，对全区尚未“摘帽”的104名“四类

分子”全部“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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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住人口管理】

1954年至1978年期间，由于户口管理与人口的粮油棉等供应计划连在一起，城乡人口流动较

少，当时流入城市的外来人员以探亲为多，其次是治病养病和外派公干学习的，少数是做临时工、帮

工的。1957年统计，全区有暂住人口2385人，1960年只有887人。1978年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城市流动人口骤增，外来暂住人口越来越多。1984年12月，根据市政府批转市公安局《关

于加强外来暂住人口管理的报告》，区公安分局要求对来宁务工、经商等活动的外来人员进行全面

登记，核发暂住证。1987年2月，全区登记领取暂住证的有11171人，其中：企事业单位务工的

692人，个体经商的235人，从事建筑安装业的10034人，从事其他服务性工作的210人。为加强

对全区暂住人口的管理，1994年2月22日，根据《江苏省暂住人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区公安分局设暂住人口办公室，配置专职民警负责全区的暂住人口管理事宜。各派出所设暂住人

口管理站，配备协管员并指定一名民警负责这项工作。按照《条例》规定，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

的暂住人口以及成建制用工的，委托单位受理申报；对散住在集贸市场、个体经营场所和私房出租

户的，由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登记审办；对住宿在旅馆、招待所的，按旅客住宿登记簿给予登记，居住

超过一个月的，即按《条例》进行办证。2000年底，全区登记的暂住人口46242人，其中按规定办证

的38183入。

1957"--1991年部分年份鼓楼区暂住人口统计表

表15—2—1 单位：人

＼ 车掰
、＼ 1957 1958 1959 1960 1987 1991项目＼

探亲访友 1588 5808 4356 609 1111

治病养病 54 1225 317 162

公 千 545 197 13

文艺演出 189 43

学习度假 120 153 12

临时工 147 329 1088 1 692 4146

佣 工 422 680 358 7 437

谋 职 118 195 494 8

摊 贩 ，7 1
／

办私事 133 11 17

水 灾 6

经商服务业 4 235 2807

结 婚 18 84

建筑安装 10034 5258

运输业 1777

收旧拾荒 125

盲 日 64

其 他 28 146 3 14 210 508

合 计 2385 9377 7061 887 11171 1623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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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00年鼓楼区暂住人口统计表

表15—2—2 单位：人

＼＼事纾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项目＼＼

总 数 32729 29551 34730 34116 46242

投亲靠友 656 430 663 345 1024

探亲访友 272 273 292 242 1034

借读培训 265 159 232 243 783

居
治病疗养 168 128 210 231 775

r

住 建筑运输安装 11437 9674 12807 7396 10644

原 单位个体用工 6167 6366 7564 8576 8276

因
经商服务 5405 5984 7932 7740 10201

农林牧副渔 643 782 1726 1486 3777

家庭服务 431 533 272 769 2058

其 他 7285 5222 3032 7088 7670

单位内部 6507 6435 6998 7938 8365

工地工棚 11857 10417 9015 8449 10885

，， 居 居民家中 4880 4598 6135 6102 8021

住
房屋出租户中 2475 3373 7388 5189 8464

形

式 旅馆招待所 794 614 796 2093 2177

集贸市场 2071 1767 1425 2634 4561

其 他 4145 2347 2973 171l 3769

第三节治安管理

民国19年(1930)至民国22年，首都警察厅先后将公共娱乐场所、旅馆业、印刷刻字业、符号证

章业、车行业、旧货业、佣工介绍业、煤油汽油业、花炮制造业和歌舞女等纳入特种行业管理，并在公

共娱乐场所设弹压席供军警和消防警士驻卫，对娼、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查禁，但屡禁不绝。日

伪时期，日伪为维护其殖民统治，不断强化控制，特种行业种类空前繁多。民国27年，日伪警察厅

在把旅馆业、印刷刻字业、旧货业、车行业、煤油汽油业、佣工介绍业列为特种行业的基础上，又将古

玩业、无线电行业、画舫业、妓院列为特种行业管理，后来还将清唱及饭馆、公共娱乐场所纳入特种

行业管理。随后，又允许16岁以上的妓女领证营业。民国28年，日伪政权尽管成立禁烟局，实际

上是推行“禁民不禁公”的政策，对烟毒实行公卖专营。

南京解放初期，社会治安秩序混乱。市公安局为有效地控制社会治安，消除旧社会丑恶现象，

一方面只将旅馆、№等9种行业纳入特种行业管理；另一方面歼展禁娼、禁毒、禁赌运动，加强社会改

造，并取得显著成效。至50年代中期娼妓和烟毒基本绝迹，赌博活动也大为收敛。1963年8月，

公安机关将特种行业管理范围调整为旅店业、印铸刻字业、旧货业和修理业4种。“文化大革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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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治安行政管理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冲击。

80年代后，已绝迹的黄、赌、毒、娼等社会丑恶现象又重新出现并开始蔓延。一些公共娱乐服

务场所和特种行业由于转租承包后，管理责任不落实，违法犯罪活动比较严重，群体性治安事件不

断增多。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治安形势，区公安分局坚持以治乱为重点，结合日常各项治安管理，适

时开展禁赌、禁娼、禁毒专项斗争和公共娱乐场所、旅馆业、收旧业等场所行业的专项治理一。1982

年，区公安分局组建治安队，增加巡警，对鼓楼、山西路广场等重点区域进行巡逻。成立“110”指挥

中心，形成以各专业警种和基层派出所为基本力量的快速反应机制和治安防控体系。1997"--2000

年，区公安分局根据公安部“苏州会议”关于派出所职能应向管理与防范方向转变的精神，加快派出

所的改革建设步伐，进一步完善治安行政管理体制，使全区的社会治安继续保持平稳态势。
{．

【禁娼、禁毒、禁赌与“扫黄打非”】

禁娼与“扫黄打非” 1949年8月至1950年1月，市公安局先后公布《管理妓女(主)暂行规则

草案》、《对妓女(主)在未宣布为非法职业之前暂行管理实施办法》、《管理妓女妓主暂行规则》和《妓

女妓主违反管理规则暂行处罚办法》。1953年4月，《婚姻法》宣传深入人心，根据广大市民的要

求，市政府制定《取缔妓院，解放妓女》的决定。经调查，五区(今鼓楼区)未发现登记在册有营业执

照的妓女和妓主。 ．7 ·．

1985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一区公安分局对全区有录像设备的78

家单位和经批准的4家录像放映点进行普查，收缴《愤怒的玫瑰》等淫秽录像带38种97盘。继续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查禁传播淫秽物品工作，又收缴淫秽录像带143盘，淫秽照片、杂志、手抄本35

本(张)。查获违法犯罪分子22人，其中逮捕4人，劳动教养9人。 ’|，

1996年1月，区公安分局对长三角书刊市场一非法印刷淫秽书刊的业主立案侦查。经专案组

调查取证，证实该业主自1993年始，先后非法印刷有政治性问题、淫秽色情出版物159540册，经营

额达4349304元，此案被列为全国扫黄打非五大案件之一，此案侦破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表扬。

1997年，查获卖淫嫖娼人员491人。1999年，查处卖淫嫖娼案件90起251人。2000年，全区破获

重大介绍、容留、组织妇女卖淫案件5起，涉案的62人分别受到判刑、劳动教养、治安拘留等处罚。

禁毒南京解放后，市公安局制定《南京市公安局禁烟毒暂行办法》，严格查禁和控制毒品犯

罪。1949年5～12月，区公安分局查处烟毒案件169件。1950年4月，根据市政府《查禁烟毒办

法》，责令种植、制造、贩运、销售烟毒者立即停止活动，规定一个月内向各区公安分局登记，交出所

有毒品毒具，逾期不登记或继续活动者，依照情节轻重送人民法院治罪；吸毒者限3个月内彻底戒

除，违者强迫人戒烟所戒毒，并号召市民检举揭发。1952年，全市开展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鼓楼

区成立禁毒指挥部，在全区发动群众，共召开各种宣传会572场次，有5．5万名群众受到教育。同

时利用读报组、识字班、黑板报等形式教育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全区共收到检举信和口头检举

1157件，被检举有1317人，有354人到区公安分局登记。在禁毒运动中，全区共逮捕烟毒犯55人

(其中贩毒犯43人，售毒犯9人，运毒犯3人)。55人中被判处死刑2人，判处10年以上徒刑2人，

判处10年以下徒刑25人，判处管制13人，释放12人，未结案1人。缴获毒品3521．9克，麻醉药

剂280毫升，各种吸毒器具337件。此后涉毒案件和涉毒人员逐渐减少，1954年以后基本禁绝。

80年代后，吸毒、贩毒开始抬头，区公安机关及时予以打击。1993年3月，区公安分局破获建

国以后南京最大的以香港毒犯吴海健为首的团伙贩毒案。1994年3月，区公安分局捣毁贩、吸毒

团伙3个，抓获涉毒人员39人，其中在册逃犯6人，当场缴获毒品40余克，赃款34600元，黄金首

饰22枚和贩毒用的“雪佛莱”子弹头面包车一辆。1995年7月18日到8月28·日，全区查获涉毒案

件54起，其中贩毒案件30起，吸、注毒品24起；抓获涉毒案犯120人，其中贩毒52人，吸、注毒品

)蓐

铡



·778·

68人。挖出涉毒团伙15个，成员74人，捣毁窝点15个，逮捕24人，劳动教养3人，治安处罚47

人。缴获海洛因300余克，毒资12万余元。是年8月，区公安分局查获一个香港、广州两地贩毒团

伙案件，该团伙先后6次来宁贩卖毒品海洛因1000余克，得款47万余元。1997年，区公安分局进

行禁毒专项斗争，全年破获制毒、贩毒案件119起，抓获吸、贩毒人员320人，缴获毒品海洛因494

克。1998年，破获吸、贩毒案件122起，抓获吸、贩毒人员132人，缴获毒品海洛因291克。1999

年，区公安分局进行禁毒专项斗争，广泛开展禁毒宣传。全年破获涉毒案件51起，其中贩毒案件

24起，抓获涉毒人员135人，缴获毒品海洛因813．4克。是年，鼓楼街道成立有街道干部、派出所

民警、驻地医院心理医生参加的“鼓楼地区戒毒、帮教、创建无毒社区”禁毒办公室，广泛进行“远离

毒品，珍惜生命”的宣传活动。查出街道辖区内有涉毒人员35人，对涉毒较深的吸毒人员送戒毒所

强行戒毒，对一般吸毒人员落实戒毒、帮教措施，对贩毒人员坚决予以打击。2000年，全区查破贩

毒案件225起。

禁赌解放初期，公安机关重点查处聚赌和因赌博滋事的案件，多数以教育为主和没收赌资赌

具。1950年赌风有所抬头，公安机关通过发动群众，强化专门工作，不断加大禁赌力度，赌风受到

遏制。1958年，全市开展安全运动，全区居民在“交出赌具，铲除恶习，移风易俗，永不赌博”的口号

下，敲锣打鼓，主动向公安派出所送交赌具。80年代初期，赌风复燃。1982年，全区查获聚赌案件

242起，抓获参赌人员900人。12月28日，市政府为狠刹赌风，公布《关于严禁赌博的布告》。1989

年，区公安分局开展春季禁赌专项斗争，全区两个月共查获聚赌案件144起，抓获参加人员568人，

其中干部12人，工人269人，农民29人，个体户62人，闲散人员92人，其他人员104人。端掉赌

窝24个，摧毁赌博团伙22个计136人。依法惩处324人，其中逮捕1人，劳动教养25人，行政拘

留3人，罚款295人。收缴赌具92付，罚没款63673．82元。1993年1月，根据市公安局《关于严禁

赌博的通知》，区公安分局先后召开242场次宣传会，受教育群众达2．3万人次。全年查获赌博案

件183起，依法查处赌头赌棍747人。对挹江门地区公开收费赌博进行取缔，对坑害中小学生的

300余台游戏机全部查禁。1997年，全年查处赌博人员549人。6月15日，区公安分局在江东地

区破获武装护赌案1起，当场抓获参赌的43人，缴获赌资58万余元、改制手枪2支以及金银首饰

和接送赌徒的机动车4辆，这是建国后辖区破获最大的一场赌博案。2000年6月，区公安分局组

织禁赌专项斗争。从5月中旬到6月30日，查获赌博案件92起，查处参赌人员332人，没收赌资

和罚款4万余元。

【特种行业治安管理】

解放初期，南京市公安局根据与刑事犯罪斗争的需要，将旅馆业、印刷业、刻字业、证章业、典当

业、寄售业、旧货估衣业、无线电行业和娱乐业等9种行业列为特种行业进行管理。、1951年，全区

特种行业单位有549个，其中：旅游业10个，印铸刻字业22个，旧货店504个，无线电行业8个，娱

乐场所5个。1953年，列为特种行业的有旅栈业、印铸刻字业、旧货业、无线电行业和娱乐业5种，

单位有旅社7个，刻字摊店17个，摊贩市场3个，高箩151个，旧货业150个，剧场3个。1957年，

旅店业、印铸刻字业、旧货业、修理业4种列为特种行业。1963年8月，全区特种行业单位有81

家，从业人员1152人。区公安分局组织旅店业的登记员、印铸刻字业的业务员、旧货业的收购员、

修理业的修理员每月1～2次学习，以提高其政治觉悟和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能力。全年特种行业向

公安机关报查犯罪嫌疑人243名。“文化大革命”初期，特种行业管理受到冲击，规章制度全被废

除。为加强特种行业管理，1973年9月，公安机关蘑新公布《关于旅馆业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印

铸刻字业管理补充办法》、《关于旧货业管理暂行办法》、《关于修理业管理暂行办法》，发至各特种行

业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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