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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修·陕县公安志”，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其

目的在于“以志为鉴”，了解陕县公安保卫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总

结经验教训，探讨公安工作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发扬公安机关的优

良传统和作风，为对外开放，搞活经济，加强公安保卫工作，促进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服务。

靠陕县公安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

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力求编写出一部具有阶级性、战斗

性、时代性、地方性的新型公安志书。

为了编好盯陕县公安志”，在县局党组的领导下，成立了“陕

县公安志领导小组”，下设“公安志办公室”。先后抽调11人，查

阅了2200余卷文书档案，摘抄5000余张资料卡，1 gO万余宇。走访了

在陕县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70余人次，共收集资料1 5万余字。

编志人员对所有重要资料都做了严格考证。汇集资料，撰写长篇，

夙夜匪懈，勤于笔耕，经过全面审稿、修改，于一九八九年元月交

付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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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志书共分8章，26贳，30张图片，约24万字。记述了民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期的公安保卫工作，机构沿革，人事更迭等

方面的主要情况，尤其着重记载了建国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各项公安工作的重大成就，作了较全面的记述，对重大历

史事件和重大案事件作了真实记载。这部志书是公安干警进行传统

教育和业务学习的教材，是一部实用性较强的志书。

“陕县公安志’’的编纂出版，承蒙许多单位、领导和有关同志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陕县公安志办公室

1 9 89年元月



凡 例

一、本志上限从1936年起，下限到1987年底止。

二、本志设概述、大事记、机构人事、公安保卫、党团组织，。

思想政治工作，装备工资福利、人物，共8章26节，节以下各目一

般以时间为序记述。

三、本志《大事记》主要记载与公安保卫工作有重要关系的

党、政、军大事要事；机构设置，人事变更；重要会议、文告指

示、决议、法令、条例；重大政治、刑事案件、重大火灾、爆炸、中

毒、交通肇事；先进人物等。

四、本志有关章节加有“附记”或“注”，是为辑录有参考价

值的文献资料以补正文。

五、本志《人物》，主要传记公安战线上的革命烈士；有影响

的名人；还有少数反面人物。

六、全志资料，大部分录自省、地、市、县档案馆，也有摘自

有关报章杂志及回忆录的， 因篇幅所限，没有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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