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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国固有的优良传统。《松江县公安志》经编纂人员和有关同志几度寒暑

的辛勤耕耘，终于诞生了，可喜可贺。

古代并没有专门的警察机关，但是警察的职能早就随着阶级的形成、国家的产生而存在。

清代的“协巡营"，盘工巡总局，，等，执掌镇压劳动人民的起义和反抗，维护京城和地方治

安，警卫皇帝、大臣和贵族的安全，刺探社会上反对朝廷的言行，守卫监狱、重要仓库等警

察职能。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为了维护殖民利益，压迫中国人民．便

在租界内建立警察机构一一巡捕房。清政府为维护统治，压迫人民，积极仿效。光绪二十七

年(1901年)开办警务学堂，训练警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设巡警部。宣统二年(1910

年)松江(华亭县、娄县)始建警察机构。国民党统治时期，警察队伍不断扩大，镇压人民反

抗和共产党地下活动。解放后，人民公安机关，担负着惩治反革命，预防和制止其它犯罪分

子破坏活动，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以保

卫人民民主制度，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松江县公安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翔实地、系统地记载了松江公安(警察)的历

史，特别是详尽地记述了松江解放以来的公安保卫工作发展史。温故而知新，回顾历史，总

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都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松江县公安志》的出版，必将使广大公安干警受到教益，激励和鼓舞大家团结一致，

奋发向上，围绕着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中心，加强公安业务建设、基础建设和队伍建设，更加

扎实地深化公安保卫工作的改革，发扬固有的特点，增强新的活力，在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指引下，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创松江公安保卫工作新局面，谱写新篇章。

隍鸱；童
一九九二年三月



尼 例

一，本志编纂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立足当代，统合古今，力求反映松江公安(警察)的

历史与现状，体现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本县档案馆、本局档案室和当事人提供的资料，经考证鉴

别后录用。解放后的统计数字，大部分采用县统计部门和本局各科(股)，室、队统计资料。

人民币按新版人民币计数。

三、本志时间断限，上限1910年开始，下限举-1990年末，以符合详今略古为原则，重点

记述解放以后。

四、本志以记，述、图，表为主要表述形式。照片、大事记载于志首，以收开卷了然之效。

五、本志按横排竖写，纵横结合，采用篇、章，节、目，依次排列。大事记用编年记事

本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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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年间，防匪缉贼i审讯执行，归县官及捕厅。乡镇和重要水港，由“汛地官"营

兵驻汛，维持治安。其时，华娄两县(华亭、娄县)设汛地近百处。清宣统二年(1910年)

五月，始建警察机构一一华娄警务所，有员警40余人，仅辖城厢，警勤为“专着重于小贼乞

丐"。

民国元年(1912年)华娄两县合并为华亭县，建立华亭警务总所，在泗泾，天马山、+枫

泾、、亭林、莘庄5个镇，各配区员1人，全所共有员警200余人。翌年5月，员警扩充到245人。

民国三年(1914年)，随县名更改而改称为松江县警察所，始建警察队，增设新桥、张泽、

七宝、柘林4个派出所。其间，警察职能扩大，镇压民众反抗，维护土豪劣绅统治。

：，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将警察

机关改名为公安机关，强化其组织机制和法西斯专政。其时，松江县公安局本部设总务，行

政、司法3个科和督察处，下设枫泾，亭林2个公安分局和15个分驻所，还有警察队，全局有官
佐员警430余人，枪21 6支。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二月，始建水巡队，67人，巡船6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更称松江县警察局。其间，镇压人民革命，捕杀共产党人和

革命志士。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二月四日，松江县公安局警察队和亭林公安分局，在亭

林的金门楼捕获中共松金县委负责人沈千祥，酷刑逼供，押至松江后转解到镇江。翌年，二

月二十五日将沈千祥杀害。

本县沦陷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日伪组建“松江自警团"，有警士30余人，

维持城厢治安。八月，改为松江县警察局。十月，改名为松江县警察所，设业务、总务、勤

务等组，下设城中，莫家弄、大仓桥、东门外、枫泾、泗泾、莘庄、亭林、新桥等9个警察

分所及老西门、老东门、北门外、华阳桥等派出所。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六月日汪“清

乡"，改名为“松江特别区警察局"。九月，重行划分警区，设第一、二课，侦缉队、水巡

队、女警组，4个警察区署，7个分署，12个分驻所，共有官佐员警707名。翌年一月，增设特

高组，二月，局本部设4个课及警察中队，下设9个警察署，14个警察分署，28个分驻所，全

局有官佐员警1465人。在这期间，配合日伪军清乡扫荡，镇压抗日力量和人民群众；1940年

4YJ 14日至27日，日伪军警4000余人在青东大屠杀时，松江县警察局长杨士杰率警封泗泾、、

九亭配合日伪军扫荡，杀害老百姓，烧毁房屋。泗泾乡徐家宅、罗家、草庵头等村庄成为焦

土，广大人民流离失所。1942年7月至12月，伪警察局随同日宪兵指导官“清乡”25次．1943

年6月22日，华阳桥警察署随日军警备队窜至汇桥、中渡桥等处扫荡，抓捕贩运大米的群众

25名，大米20余石，人与物均由日警备队拘押和没收。镇压人民抗军米斗争，1943年12月22

日至24日，警察局长杨士杰率警前往华阳桥、车墩地区，镇压由中共华阳桥支部发动和领导

的抗军米斗争，捕乡民顾绍章等7人，敲诈大米数十石后释放。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国民党接管日伪警察局后，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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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强化警察机关，扩充警察队伍。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警察局设总务、行政、

司法科、督察处和警察中队，下设城区、泗泾、小昆山、枫泾、亭林等分局，直属分驻所5

个，派出所4个，分局辖派出所4个，员警640余人。八月，警察中队和保安队并编为松江县

保安警察大队，532人，全县共有警察1170余人。国民党警察主要任务为地主催租和进行密

查， “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民国三十六年(1947)五月二十九日，警察局刑事警

察队前往漕泾水库等处搜集共产党武装活动情报。同年十月十八日下午四时，小昆山警察分

局警察和自卫队在吴求庄，将中共浦西工作委员会书记陆文杰率领的武工队包围，武工队员

趁傍晚摸黑涉水，趟过多条河流突围。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二月十八日，刑事警察队和

保安队一起到青浦安庄，会同国民党青年军“追剿”我苏浙边区游击纵队丁锡山、汤景延率

领的部队。丁锡山牺牲，汤景延等40余名指战员被捕，遭国民党惨杀。

人民公安机关。1949年3月，在江苏南通组成中共松江地区工作委员会公安大队，5月13

日松江解放，15日公安大队进驻松江，即分别成立松江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和松江县人民政府

公安局。8月，撤销松江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并入松江县人民政府公安局，设侦察、治安、审

讯科及看守所。下设城区、泗泾，亭林、枫泾分局。城区分局下设永丰，城中派出所。1950

年5月，亭林、枫泾、泗泾分局改为派出所，1951年6月，城区分局撤销，增设中山派出所。

1955年5月，建余山派出所。1957年1月，增设漕泾派出所。1958年3月，松江专区撤销，归

苏州专员公署公安处管辖。11月，划归上海市公安局领导至今。1959年6月，建消防队。lO

月，建交通班，1960年6月改为交通队。9月，建城西、城东、新桥、古松、山阳、天马、叶

榭、张泽、城北和水上等10个派出所I泗联、枫围、新浜、新五、亭新、朱行等6个人民公社设公

安特派员。1962年5月，撤销城西、城东、新桥、古松、山阳、天马、叶榭、张泽、城北、漕泾、

中山、水上等派出所，设金山嘴派出所。1966年10月，金山嘴、亭林，枫泾派出所划归金山

县公安局，泖港派出所划入松江县公安局。当时，县局下设岳阳，永丰，泗泾、余山、泖港

54'-派出所。1967年1月，“造反派黟夺权，公安机关陷于瘫痪。1968年1月，实行军管。1971

年12月，军管撤销，成立松江县公检法临时领导小组，翌年6月，正式成立松江县公检法领

导小组。1974年1月，恢复松江县公安局。至1985年底设有水上派出所和各乡镇公安派出所

23个。1987年4月，在松江镇设茸城分局，辖永丰、岳阳、中山3个派出所。1990年9月，设巡

警队(后改称特警队)。

人民公安机关担负着惩治反革命，预防和制止其它犯罪分子破坏活动，维护公共秩序和

社会治安，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以保卫人民民主制度，保障国家社

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松江县公安机关，在行使职能中，坚持不懈努力，取得了辉煌成就。

解放初期，一度匪患四起，群众惶惶不安，人民公安机关用主要力量投入剿匪肃特斗

争。经过一年多努力，破获匪特组织数十股，有力地打击了武装匪特，消除了危害新政权的

主要危险，稳定了革命秩序。

1950年11月，全县开始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集中力量数次搜捕反革命分子，沉

重地打击了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的顺利进行。

在此期间，还开展了禁毒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1952年8月至10月，集训，传讯登记，拘

捕毒贩毒犯，处决大毒犯李士奎等一批罪犯，教育了人民群众，清除了百余年间在松江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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