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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

《沈阳公安志》，在各级领导的关}不和工作人员

的努力下，经过紧张的编纂工作，现在问世了。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部志书，尽管可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

它毕竟是第一次较为系统、翔实地志述了我们沈

阳公安(警察)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它标志着我

们对历史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也为我们探索和驾驭公安工作规律，开拓进取，

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公安保卫工作，提供了有益

的基材。它将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历代旧警察与人

民公安机关在本质上的区别；进一步了解人民公

安工作开创、建设和发展的战斗历程；进一步体

察老一辈公安工作者创业之艰难、意志之坚强、

精神之可贵；进一步认清公安工作在巩固人民民

主专政、保卫经济建设、保障人民安全方面所担

负的历史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志书对于

我们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资治、教化、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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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我希望广大干警抽暇一读，定会从中得到裨
益。老同志可借以回顾战斗历程， 重新认识历

史，总结有益经验，为新时期公安工作献策献
计；新同志可借以了解公安历史的演进，从中得

到借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发扬人民公安工

作的优良传统，做好公安保卫工作。特别是在改

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公安工作面临着艰巨而光

荣的任务，就更需要我们认真遵循党在新时期的

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1在市委、市政府及上级
公安机关领导下，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深入探索

公安工作规律，以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勇往直

前的精神，努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于我们的历史使
命，以不辜负前人，亦无愧于后人．

常 绪 武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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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公安志》，自1986年4月起，在市人

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和省公安厅史志部门的指导

下，经过拟制编目、征集资料、 编纂修改，于

1988年10月撰成。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按照“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的统一”的要求，在征集、考证大量资料

的基础上，本着“横分门类，纵述演变”、 “寓

论于事"的体例，从实际出发，谋篇设目，据实

记述，力求客观地反映沈阳公安工作的地方特

点、专业特点和时代特点，以期借鉴历史，服务

现实，起到对新时期公安保卫工作的参考作用。

本志是采取条目形式编篡的。概述以下，设

“机构”、 “政治保卫”、 “经济保卫”、 “打

击刑事犯罪”、 “治安管理”、 “户口”、 “消

防”、 “武装警察”、“治安保卫委员会”、 “爱

民助民”、 “公安(警察)学校”、 “人物”、



“大事记”等15个分目及64个条目， 共约15万

警察性质上的根本区别，以及人民公安机关在巩
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的巨大作用。
本志的撰成是集体劳动和集体智慧的成果。

市局各有关直属单位的领导均很重视，组织一些

同志做了大量的资料征集工作，其中付庆志、戴
启贤、吴景荣、段相成、刘和祥、敖承森、金玉

璞、邹维孝、孙泽甫、 邱连喜、 王继周、 张奎

生、赵愚、王世辉等同志，在志稿的前期编纂工

作中付出辛勤劳动。本志主笔王继周、敖承森。
本志的形成，标志着本局对公安史的研究工、

作向前迈进了一步。但由于我们编写工作人员水

平有限，又加匆忙所撰，因此，在体例把握、条
目设计、内容取舍、语言文字等方面肯定问题不

少，殷望阅者不吝赐教。

在本志的编纂过程中，前市公安局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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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光给予了指正，并得到了市志办陆淑媛、李铁
军的指导，以及本局档案科，辽宁省和沈阳市档

案馆、图书馆，北京档案馆、图书馆等单位的大

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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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公安)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维护和巩固阶级统治的工具。旧政权的

警察机关，为剥削阶级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服

务；人民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
-_一

。

沈阳警察缘于清朝末年。当时，中国已沦为

半殖民地。清政府为加强对人民反抗斗争的镇

压，决定仿日本警视厅和西方巡警制，设立警察

机构。本市为清发祥之地，对域内治安尤为注

意，先在府尹之下设“捕盗营”， 继自1901年

(光绪二十七年)改建奉天保甲局、警察总局、巡

警总局，迨奉系军阀、伪满州国及国民党政府，

虽政权数度更迭，但警察制度代代相因，其维护
剥削阶级统治、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性质亦无殊

异。诸如轰动沈城的1 91 5#-镇压市民抵制自货斗

争，19 17年捕杀“同盟会”会员，1 925年弹压声

援“五卅”运动的示威学生，1932年至1935年三

次破坏中共奉天特委、围剿东北抗日义勇军等事



件，无不以警察为前驱。
1 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11月3日在接管

旧警察局的基础上，成立沈阳市公安局。人民

公安一扫旧警积弊，展现新警新风，以金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为
己任，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紧紧围绕党和政
府的中心任务， 依照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

开展工作，在巩固人民政权，保卫经济。建设，

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解放初期，人民公安工作，-面对国民党残余
势力的顽强反抗，肩负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保
卫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建立正常社会秩序，

安定群众生活的艰巨任务。为此，建局伊始，迅

即搜捕间谍特务，及时摧毁敌特在沈的指挥机
构，粉碎了敌人妄图颠覆人民政权的阴谋；开展

对反动党团的登记工作，取缔反动封建会道门组

织，瓦解了敌对势力赖以复辟的社会基础；连续
清剿盗匪，收容散兵游勇，收缴武器弹药，整肃

了社会治安。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针
对反革命破坏活动，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

运动，打退了反动势力的猖狂反扑。与此同时，

从清理户口、管理“特业”、整顿交通、恢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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