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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编修是志，旨在“资治、存史、教化”，以供充分了解和认识国情、地

情，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编纂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自己的思想与

编纂实践。

三、是志为资料性著作，力求全面、系统、真实、准确地记述鞍山市社会的

自然的历史与现状，以展示出社会内部运动的客观规律和趋势，为振兴鞍山市而

提供全面精确、严谨科学的翔实资料。

四、是志为纪体，所用表达方式主要是记述，记而不议，寓意于记。适当运

用图、图表、表格等表现形式，以求与文字记述相表里。

五、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今鞍山市城区和所辖海城市、台安县。历史上其

他曾经受辖的地方，则根据需要适当记述。

六、记述时间，上限起于1840年，可根据需要适当上溯，下限一律止于1985

年末。 ．

七、全志主要由大事记、行政建置i自然环境、县区纪略、专业志、人物志

等部分组成，分卷出版。

八、是志以篇、章、节、目四个档次组成框架结构。横分门类，纵相统辖。横

分立题，力求符合实际，符合逻辑，不违志体，在一定档次上记述事物构成的主

要因素，并保持其完整性。

九、谨遵志体，明确主旨，纵记史实，写清变化；记物联事，叙事系人；正

文之外辅以“附记"，以补充、深化、配合正文。

十、人物志采用“传记”、“名录’’两种形式，生人一律不立传。“传记"，主

要用以详记本籍和外籍在本地有重要影响的正面人物；“名录”则记载英烈、劳模

芳名以存史。

十一、除“附录"部分外，全志一律使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不文白杂糅。

十二、编纂时一律用第三人称记述，不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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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伪满洲国十四年，属“中华民国”时期，不称“伪满洲国’’或“日伪

统治’’时期；必要时称“东北沦陷时期”，简称“沦陷时期”。称呼这一时期的傀

儡军政机关、职务，皆先用一“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之后、初期，

简称“建国前、后、初’’。 ．

十四、一律采用公历纪年。建国以前的，注明当时的朝代、年号、年份。

． 十五、数字与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一律遵照国家的有关规定。
’

十六、地名的使用，取历史上当时通行的名称，如有改变，注以今名。

1990年12月

：霆妻_一

二lI一缓发簟鬃落罂

既缓鬈

：．

缓秀一黝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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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清朝末期，属辽阳管辖，辽阳巡警

总局在鞍山设巡警区和巡警总局。

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者取代了帝俄中

东铁路南满支线的特权，改称“南满铁道株

式会社”，鞍山为附属地。日本侵略者为加强

其对鞍山的统治，先后在汤岗子驿设警察派

出所，在后立山屯设官吏派出所，隶属辽阳

警务署。1918年5月，官吏派出所升格为辽

阳警务署鞍山支署，下设樱桃园、大孤山、广

场、柳町(陶官)等派出所。1924年12月25

日，鞍山支署改为鞍山警察署，隶属日本关

东州警察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

者强化警察机构，鞍山警察署设7个系，辖

16个派出所。

1937年12月1日，鞍山置市，日本侵略

者撤销“南满铁路附属地行政权条约”，在鞍

山设警察厅，辖29个派出所。1943年设鞍山

警察局。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

条件投降，鞍山市警察局改名为鞍山临时公

安局。

从1945年10月起，随着鞍山的解放和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政法机关随之建立。1945年10月15日成

立的鞍山市公安局，是中国共产党在鞍山市

最早建立的政法机关。它的主要职能是维护

社会治安，进行法律监督和审判．鞍山市公

安局成立后，配合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纵队

和冀热辽十六军区部队，肃清了以伪国兵工

兵上校邓国庆组织的“辽南保安本部”和以

安尔康为首的国民党地下建军“鞍山挺进第

一团”的反革命武装，粉碎了日本人组织的

“黑猫黑狗暗杀团”和数起反革命武装暴乱。

同时，开展了除奸反霸斗争，处决了一批估

恶不俊的恶霸土匪分子。翌年4月，鞍山市

公安机关随部队战略转移，参加解放战争。

1946年5月25日，鞍山首次解放，中共在鞍

山重建鞍山市公安局，因战事频仍，7天后撤

出。
，

1948年2月19日，鞍山最后解放，经中

共辽南分局决定，组建中共鞍山市委和鞍山

市民主政府，同时组建鞍山市公安局。主要

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党、政、

警、宪、特骨干分子，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

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是鞍山市政

法机关由创建、完善、发展到逐步走上正轨

时期。1949年3月，建立鞍山市人民法院，

1950年建立鞍山市人民检察署，1954年改称

人民检察院。1956年4月建立鞍山市司法

局，从此，鞍山的政法工作走上了由公安机

关侦捕、检察机关起诉、人民法院判决的比

较正常的轨道。为加强对各政法机关的协调

和指导工作，鞍山市人民政府于1954年成立

了政治法律委员会，1955年改称政法办公

室．1956年9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组建

了中共鞍山市委政法工作部，撤销了鞍山市

人民政府政法办公室。

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前期，鞍山市公

安、检察、审判、司法部门，在中共鞍山市

委、鞍山市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围绕党

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各种斗争，充分发挥

了各自的职能作用。鞍山市公安机关自建立

之日起至50年代前期，主要开展了对反动分

子的搜捕、反动党团登记、禁毒禁娼斗争，参

与了全社会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五

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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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骗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

和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鞍山解放初期，为
了保卫人民民主政权，鞍山市人民民主政府

发出布告，废除国民党政权颁布的一切法令，

勒令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组织、武装组织

人员向公安机关坦白，有1226人向鞍山市公

安机关登记自首。翌年3月，遵照东北行政

委员会命令，鞍山市公安局对鞍山境内的国

民党、三青团、1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及一切

反动党派团体，以及中统局、军统局所属的

区、站、组等一律予以封闭，进行登记。全

市共登记反动党团特务分子6438人，其中，

国民党员486人，民社党员6人，工矿党员

84人，三青团员331人，特务分子65人，警

察600人，宪兵34人，军官203人，谍报队

员38人，清剿队员62人，职员448人，士

兵及反动会道徒4081人。当即逮捕罪大恶极

者15人，剥夺公民权利者19人，并缴获一

批枪支弹药。随之，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指

令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所有反动封建会

道门一律解散停止活动》的布告，开展了反

动会道门登记工作。全市有86名反动会道门．

骨干到公安机关登记自首，有2337名一般道
徒声明退出会道门。公安机关逮捕拒不登记

的反动会道门首恶分子46人。同时，根据东

北人民政府关于《禁烟禁毒实旋办法》的精

神，开展了群众性禁烟禁毒活动，全市登记

吸毒、贩毒者1029人，逮捕毒犯7人，判刑

54人÷1950年12月，鞍山市公安机关在厂

矿、企业、机关、学校、商店开展镇压反革

命运动。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后，

镇压反革命运动推向全社会。4月，鞍山市公

安机关全面出击，逮捕了一批有罪恶的特务、

军官、匪首、清剿队长、建军骨干、恶霸等

反动分子。在为期3年的首次镇反运动中，全

市共查出反革命分子358人．1955年8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中共鞍山市委、鞍山市

人民委员会的部署，鞍山各机关、学校、商

店、企业事业单位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

同时开展第二次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从是

年9月1日起至10月25日止，鞍山市公安

机关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类犯罪分子846

人，并挖出了参与杀害中共中央委员陈潭秋、

中共优秀党员毛泽民的反革命分子。为加强

对肃反运动的领导，中共鞍山市委于1956年

成立肃反5人领导小组，负责审批工作。由

于运动发动深，声势大，迫使一批隐藏较深

的反革命分子到公安机关坦白自首。在自家

天棚内隐藏达5年之久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倪

呜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得到宽大处理。

40年代末到50年代前期，鞍山检察机

关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

组织条例》，积极实施司法监督，参与民事诉

讼及行政诉讼，并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

配合鞍山市公安机关，对捕办的各类反动分

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实施监督，严格把住事实

关、证据关、定性关，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

其他反动分子及时准确地向审判机关提起公

诉。在第一次镇反运动中，检察机关共受理

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人犯610人，在肃反和第

二次镇反运动中，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

人犯1767人，批准逮捕1030人。确保了镇

反、“三反”、“五反”、肃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40年代末到50年代前期，鞍山市人民

法院配合镇反、肃反运动，处决了一批怙恶

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和惯噩、恶霸

分子。在第一次镇反运动中，鞍山市人民法

院共审结反革命案606件，罪犯760人，其

中判处死刑102人。在“三反”运动和“五

反”运动中，惩办了一批严重贪污分子、盗

窃分子，并对少数罪行严重的不法资本家追

究了刑事责任。同时判处了一批贩毒、吸毒

惯犯。为保证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

施，从1954年起，鞍山市两级人民法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院组织法》，审结了一批刑事案件和民事案

件。1955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开展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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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的指示，鞍山市于是年7月开展

第二次镇反运动，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坚持反

动立场、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

严重刑事犯罪分子。鞍山市两级法院按照

“正确、合法、及时”和“少杀长判”的原则，

共审理反革命案件493件，人犯500人，其

中判处死刑12人。同时，惩办了一批破坏经

济建设的犯罪分子。在禁烟禁毒运动中，严

惩贩毒、吸毒首恶分子54名。公、检、法部

门的工作，保证了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一促

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鞍山市的政

法工作出现徘徊倒退现象。由于受1957年的

“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

的“反右倾”和1960年的“落后地区改造”

等一系列“左”的错误的影响，“法律取消主

义”、“法律虚无主义”思想泛滥，社会主义

法制被视为“束手束脚”的资产阶级法权，出

现“以言代法”的倾向，政法工作机构被削

弱甚至有的被撤销。1958年2月，鞍山市司

法局、鞍山市公证处、鞍山市法律顾问处被

撤销，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在压缩编制的同时，

侦查、监督、批捕权被取消。同时，冒进情

绪打乱了法律工作的规律与程序。鞍山市公

安机关按照辽宁省公安厅召开的“公安工作

大跃进”誓师大会精神，提出了不切实际的

“十五无”(无反革命集团、无反革命破坏、无

政治性闹事、无会道门活动、无反动标语及

恐吓信、无盗窃、无流氓、无赌博、无火灾、

无土匪、无毒贩、无巫医大神求神讨药、‘无

谣言、无暗娼、无诈骗)的目标；审判机关

制定了不切实际的“三年跃进规划”，审判机

关的正常法律程序遭到破坏，混淆罪与非罪

界限，致使1958年的反革命犯罪案件比上年

上升6．4倍。1960年，“落改工作团”不经公

安、检察机关同意和批准，任意捕人，制造

了一大批冤案。这种“左”的现象，在中共

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

方针后，得以纠正。

60年代前期(1960"y．1965年)，是鞍山

市政法工作逐步恢复和加强时期。进入60年

代后，由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和政策上的失

误，国家的经济形势走向低谷，帝国主义趁

机向中国发动进攻，台湾国民党当局蠢蠢欲

动，内外呼应。为此，中共鞍山市委根据中

共中央和辽宁省委的指示，成立了临时镇反

肃反领导小组，加强对以打击现行反革命分

子为主攻方向的第三次镇反运动的领导。为

加强对敌斗争，1964年，中共鞍山市委成立

了政法工作领导小组。鞍山市公安、检察、法

院各部门，把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为工作

重点，进行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工作。鞍山

市公安机关连续破获长达15年之久的日本

特务案、“中国国民党反共救国团”案、“中

美联合指挥所东北反共救国总部”案、“三民

党”案、“新青年联盟”案、“中国民主义和

党”案、“中国人民自由同盟”案、“中华工

农合众国”案、“中国青年党反共同盟革命委

员会”案、“同心会”案、“中国国民党东北

地下党”案、“东北反共救国军”案、“军辽

一。四八别动队”案等现行反革命组织，并

追查了一大批反动传单和反动标语，同时打

击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和破坏分子。这一时

期，鞍山市人民检察机关恢复了侦查、监督、
批捕权力，根据国家公安部召开的全国、省、

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会议精神，会同公

安机关开展了第三次镇反运动，批准逮捕了

一批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分子。1963年9月，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大部不捉，一个不杀”的

指示，开展了依靠群众办案活动。1964年，批

捕人犯较上年下降58％。同时，将公安机关

报送起诉判刑的506人中的106人交群众管

制。这一时期，鞍山市两级人民法院共受理

反革命犯罪案件117件，本着“稳、准、狠、

细”和“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政策原则，

对反革命集团首犯予以重判，对一般成员则

视其犯罪情节、认罪态度从轻处罚或免予刑

事处分，从而使对敌斗争和治安管理工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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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加强，刑事犯罪率增长的势头得到控制。到

1965年底，鞍山市的治安形势基本上恢复到

50年代后期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是鞍山市政法工作

遭到严重破坏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中共鞍山市委政法工作领导小组瘫痪。鞍山

市政法机关被军管，广大干警被迫离岗参加

“斗、批、改”，有的政法干警被揪斗致死。公

安、检察、法院的职能由鞍山市革命委员会

人民保卫组取代，正常的法律程序被打乱。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保卫组在维护社会

治安方面虽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所造成的

冤假错案是空前的。1973年初，由于客观形

势的需要，陆续恢复了鞍山市公安局和鞍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其所属基层组织，但法

律程序依然不够健全，工作也不够正常。直

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中国共产党

和国家实现拨乱反正，工作重心转移，政法

I作才逐步恢复和健全起来。

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特别是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鞍山市政法工作进入

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加强对政法

工作的领导，1978年n月，重建中共鞍山市

委政法工作领导小组(1982年改称中共鞍山

市委政法委员会)。1978年6月，恢复鞍山市
人民检察院，1980年9月恢复鞍山市司法

局。从此，鞍山市政法工作进入发展和完善

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的工作

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国家逐步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

对外开放政策．在经济迅速发展和繁荣的同

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渗透进来，各种刑

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日益突出。为此，鞍山市

政法机关的工作重点是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和

经济犯罪活动，保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鞍山市

在健全和完善政治机关，壮大政法队伍的基

础上，1982年中共鞍山市委决定，成立鞍山

市综合治理办公室，1983年10月成立了鞍

山市打击刑事犯罪办公室和打击经济犯罪活

动办公室，为整顿社会治安、打击各种经济

和刑事犯罪奠定了组织基础。

从1977年到1985年，鞍山市政法机关

集中力量开展了整顿铁路、城乡治安秩序活

动，进行了3次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斗

争。为整顿铁路、城乡治安秩序，1977年5

月，鞍山公安机关组织两万多名群众对全市

3万多个重点目标进行清查，拘捕了一批犯

罪分子，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18件，。缴．获了

一批凶器和赃物。1980年上半年，鞍山市公

安机关共挖出犯罪团伙930个，打击各类刑

事犯罪分子2600余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390起，刑事案件比上年同期下降22％。1983

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分子的指示》发出后，鞍山市公安机关按照

中共中央“三年为期”，打好三个战役的要求，

连续进行了3次打击刑事犯罪的战役。

在打击刑事犯罪的各个战役中，鞍山市

两级人民检察机关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作战。

据统计，第一个战役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

移送起诉案件为917件1614人，经审查决定

起诉765件1351人，占受案人数的82％。第

二战役，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

7件1455件2417人，经审查起诉1188件

1841人，占受案人数的76．17％。第--战役，

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件814件

1799人，经审查决定起诉682件946人，占
受案人数的52．58％。与此同时，鞍山市检察

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
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严惩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精

神，查处了一批贪污、受贿等经济案件，惩

办了一批犯罪分子，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达

60多万元。

鞍山市两级人民法院在平反历史遗留的

冤、假、错案的同时，与公安、检察、司法

机关紧密配合，前后召开350次不同规模的

公判会，依法严惩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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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1980年1月至

7月，两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883

件，审结662件，判处罪犯812人。1982年

8月，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审结了强奸、

轮奸妇女案件50件，判处罪犯72人。9月，

县、区基层人民法院判处强奸、轮奸妇女的

罪犯35人。1983年8月，两级人民法院相继

召开11次宣判大会，对157名罪犯进行宣

判。1984年4月，两级人民法院分别召开打

击经济犯罪宣判大会，依法判处19名犯罪分

子。
： 鞍山市司法机关，调动各方面力量，开

展法制宣传，唤起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到

1985年底，全市法制宣传员达143977人，做

法制报告36．9万场，解答法律咨询16798

件，代写法律文书1．48万件，调解民事纠纷

96431件，避免1000多起可能发生的凶杀和

自杀案件。同时，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

二”的方针，加强对劳改劳教分子的管理，并

在劳改劳教分子中做过细的思想政治教育T

作，敦促劳改劳教分子交待余罪，揭发其他

罪犯。1983年，有581人坦白了余罪，有183

人检举了其他罪犯。共立案123件，鞍山市

公安机关依此破获了8起重大刑事案件。

1985年，鞍山市司法局获辽宁省司法行政系

统先进集体和全国司法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总之，鞍山市政法机关经历了曲折的发

展历程，它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排除各种干

扰的过程中，建设和发展起来的。鞍山解放

后，政法机关在中共鞍山市委、鞍山市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职

能作用，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卫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随着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方针政策的有效贯彻和

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完善，鞍山市政法机关

已经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在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将发挥

出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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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民公安机构

第一节 市级公安机关

1945年10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进驻

鞍山市。隔日，鞍山市民主政府决定成立鞍

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萍，副局长李耀祥。11

月，局长李静野，12月，局长王屏。设外事

科、司法科、警务科、总务科、秘书室、留

置场。另设公安部队(后改为大队)，辖3个

中队，分布于市公安局机关、铁西永乐街和

立山街。同时，设立山、沙河、陶官、永乐、

站前、八家子等8个派出所。是年，市公安

局外事科易名侦察科，留置场易名看守所。随

之建立永乐公安分局、立山公安分局。翌年

3月，撤销永乐公安分局，设七岭子公安分

局。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进占鞍山市。鞍

山市民主政府转移到郊区倪家台村。公安局

机关及公安部队分两路，赴辽东、辽南参加

解放战争。是年5月25日，东北民主联军第

二次进驻鞍山，辽南行政专署决定再建鞍山

市公安局，局长柳峰。7天后随军队撤出鞍山

市。

1948年2月17日，辽南行政专署公安

处第三次组建鞍山市公安局，由副局长林侠

带人于19日进入鞍山市，即日宣布鞍山市公

安局成立。设秘书股、侦察股、治安股、看

守所。后相继建立消防队、交通排(后改为

交通连)。6月，崔次峰任局长。7月，各股

升格为科，并增设行政科。11月，刘雁林代

理局长。1949年1月，李维民代理局长，并

组建鞍山钢铁公司(简称鞍钢)公安分局。3

月，市公安局设秘书室，后增设调查科、警

保科、安全科、警训科、户政科。原治安科、

行政科合并为治安行政科。不久，调查科改

名政治科。6月，鞍钢公安分局改称鞍钢公安

处，与市公安局合署办公。1952年4月，刘

雁林任局长，李力权、林侠任副局长。6月，

市局设政工科。9月，撤销警保科、警训科、

总务科、建财商保卫科、行政科。鞍钢公安

处独立办公，并建基建保卫处(鞍钢编制)。

1953年1月，市公安局机构进行了整编，设

政治处、办公室、政治保卫处、治安行政处，

鞍钢公安处改为生产保卫处。8月，政治保卫

处改名经济保卫处。1954年1月，增设设计

保卫处，恢复政治保卫处。政治处改称政治

部。10月，鞍山市人民防空工作及人员编制

划归市公安局。1955年10月，刘坚夫任局

长。同年设人民防空处。1956年1月，增设

民警处、警卫处、预审处、劳改处，撤销设

计保卫处。同年7月18日，根据国务院《关

于鞍山市将弓长岭区和刘二堡镇附近21个

行政村划归辽阳县》的指示精神，刘二堡镇

和腾鳌堡镇2个公安派出所分别划归辽阳

县、海城县公安局领导。

1957年初精简编制。警卫、民警、预审

处撤销，经保处合并到政保处，另成立政保

二处。民警处撤销后经警大队分归各政保处

领导，交通消防归治安处领导。同年3月劳

教处归省公安厅，改称为辽宁省鞍山劳动改

造管教队。1958年刑警大队、消防大队升格

为处级单位。1959年恢复警卫处，劳教处划

归鞍山管辖。1960年8月，李力权任局长，同

年撤销基建保卫处。刑警大队、警卫处与治

安处合并，新建保密办公室。1961年劳改处

又交省公安厅； ‘

1963年8月恢复警卫处和经保处。1964

年7月，各分局的调查、经保人员上调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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