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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吴永奎

刚刚欢度党的八十周岁生日，又喜迎新世纪第一个国庆节，在告别过去、

展望二十一世纪美好前程的日子里，《大兴安岭公安志》付梓问世了。这是全区

公安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区公安战线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建设大兴安岭以来，全区

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坚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党领导下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

绳的原则，发扬“战严寒、破禁区”的大兴安岭精神，百折不挠，英勇无畏，

勤奋敬业，无私奉献，经受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严峻考验，有效地发挥了打击

敌人、惩治犯罪、保卫人民、服务佃化”的职能作用，为大兴安岭地区的稳
定与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全区公安机关

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意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不断强化

打击和防范犯罪的职能，加强和改革公安行政管理工作，为我区“二次创业”

战略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治安环境和优质服务。

《大兴安岭公安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简述旧警机构演变和警务活动，真实记录了1909年至

2000年本区警察近百年发展演变的历史，着重记述了解放后特别是大兴安岭开

发建设以来公安机关建立、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充分展示广大公安民警建

国5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巩固人民政权、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保卫改革开放，坚持不懈斗争的伟大业绩和精神风貌。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志书编纂人员为了尽快向世人奉献出一部崭新的

《大兴安岭公安志》，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广征博

采，克服困难，收集了大量的口碑与文字资料；编写、修改、总纂、审定，几

易其稿，倾注了大量心血与汗水，仅用了4年多时间，便完成了37万字的志书

编写任务。

《大兴安岭公安志》的出版，添补了我区公安工作的一项空白，也添补了

全区史志鉴工作的一项空白。借此书出版之际，我代表行署公安局向编修志书

的全体编辑人员、提供资料的部门和给予精心指导的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希望全区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更好地总结过去，

开拓未来，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江泽民总书记“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不断激励自己以崭新的风貌和昂扬的斗志，在新的世

纪里开创公安事业新的辉煌。

一团一
．娶迭 2001年9月懒毋苷毫玲篮套蕊滋



凡一铡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编纂原则，力求反映事物的本

质和发展规律，做到资料真实，内容丰富。

二、本志上限自1 909年本区设立警察机构时起，下限止

于2000年底二十世纪结束，个别领导人员更迭至

2001年上半年，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后公安工作的

发展状况。

三、本志分篇、章、节、目四级结构，志文共2篇1 6章

74节，横排纵述，图表插入有关章节之中。

四、所有数据均由本局及所属业务部门提供。

五、历史纪年均用公元纪年，1 945年以前夹注历代年号

纪年。

六、本志资料大部分录自本局档案，有些录自地、县档案

局和县、区、林业地区公安局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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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述

1909年(宣统元年)，漠河总卡衙门与呼玛总卡衙门沿黑龙江设国境监视所。是为本区最

早设置的警察机构。

民国时期，本区警察机构设置变动频繁。1912年(民国元年)7月，呼玛设立警务公所。

1914年5月，经省公署批准正式成立漠河警察所。1929年2月，奉国民政府令，各县警察所

先后改称公安局。其时，警察业务除查缉盗匪、掌理户籍、敛收捐税、抵制沙俄残余势力侵权

违约行为外，重点是镇压人民正义爱国行动，维护封建军阀统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随后成立伪满洲国。1934年(伪康

德元年)1月，日本讨伐队相继占领呼玛、鸥浦、漠河三县，把持地方政府的一切大权，决定

地方一切事务。为强化伪治安，日伪军政当局先后对警察机关实施了一系列调整，废除公安

局，成立警务局。1940年，伪漠河、鸥浦、呼玛三县又将警务局与国境监视队合并组成国境

警察本队。警察机构已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工具。

日本侵略者追剿抗联、制造惨案、残害百姓、滥施酷刑，实行白色恐怖。日寇的殖民统治

和残酷压榨不仅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同时也引起了旧警的不满。1937年10月，漠河

县额木尔国境警察队12名警察在李士林的领导下武装倒戈，打死日军5人、活捉3人后，集

体投向苏联。1940年1月1日，鸥浦县桂花站警察赵志民不堪忍受日本队长欺压，将日本队长

及其家人全部击毙后，携枪支、文件举家投向苏联。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兵分四路跨越黑龙江对日作战。8月13日，苏联红军解放漠

河、鸥浦、呼玛三县，并实行军事管制，日本侵略者在三县的统治机构解体，伪满警务局被解

散。

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撤走，国民党政府以同苏联签订的《中苏同盟友好条约》为幌子，

派遣“接收大员”掠夺抗战胜利果实。当地伪警察、官吏、日伪特务、汉奸趁机与封建地主、

土豪劣绅相互勾结，先后在三县建立了7个反动维持会。与此同时，为了把持地方政权，抵制

人民解放军接收，维持会又相继组建了公安局、保安队、自卫团、督察队等反动武装，阻挠政

权交接，伏击中共党政领导和工作队员，杀害干部群众，继续与人民为敌。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1946年8月13日，我西满军区三师

特一团进驻呼玛县城，建立大兴安岭地区第一个人民政府，一切公安、司法业务由县政府承

办。此时，鸥浦、漠河等地尚未解放，土匪猖獗，政局不稳。面对日伪残余和国民党党团、匪

特的猖狂破坏活动，1947年2 flJ，根据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指示，省军区警备三旅旅长廖

仲符率领剿匪部队，挥师呼玛，并兵分两路挺进鸥浦和漠河两县。2月中旬解放鸥浦县城，建

立鸥浦区人民政府；下旬解放漠河县城，建立漠河区人民政府。张伯钧、赵志民等匪帮被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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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自此，呼玛地区全境解放。3月，根据黑河地委指示，伪漠河、鸥浦两县撤销，与原呼

玛县组成新的呼玛县，隶属于黑河地区领导。

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后，围绕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和保卫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等中心

任务，先后开展了肃清敌伪残余、清剿建军土匪、反奸清算、查封妓院烟馆、取缔封建会道门

和反革命组织等一系列重大斗争，清除了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摧毁了敌人赖以利用的社会

基础，建立了革命秩序。1948年2月，开始拘捕地主、恶霸、警察特务和汉奸等反坏分子，对

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实行镇压。中共中央《土地问题的指示》发布后，开展土改运动，彻底摧

毁了封建土地制度，同时开展了群众性的锄奸保卫工作，巩固了人民政权。1949年4月18 Et，

遵照黑河公安专处通令，开展了反动党、团、特登记工作，分化瓦解了敌人，教育了群众，加

强了内部保卫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

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公安工作也得到了加强。公安机关紧紧围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

路线和经济建设，开展公安保卫工作。1954年，呼玛县公安局对盗匪实施专项打击，年内捕

获盗匪48人。至大兴安岭林区正式开发建设前，呼玛县公安局在县人民政府及黑河公安专处

的领导下，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保卫经济恢复工作，深入开展镇压反

革命运动、禁烟运动、肃反运动，坚决打击反革命及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加强公安保卫工作，

进行了开创性的人民公安建设工作。

1964年2月lO日，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部署，批准了《林业部、铁

道部关于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的报告》，第三次开发大兴安岭并获得成功。8月，国务院批

准正式成立大兴安岭特区。10月，大兴安岭特区公安局在加格达奇区成立。松岭区、新林区、

塔河区公安局随后相继成立。本区公安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会战初期，大批干部职工队伍进入会战区。由于人员复杂，曾一度出现刑事案件发多破少

的状况。1965年，全区公安机关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专政工作，严格人口管理，

维护边防治安的指示》，认真贯彻中央第十四次、全省第八次公安会议及全省整顿城市治安工

作会议精神，通过集中打击、破案战役、公开审判，为林区大会战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践踏，公安机关被“砸烂”，大批

公安干警被下放劳动改造，公安机关先后被造反派夺权。1967年12月25日，遵照《中共中央

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对全区公安机关实行军管，从特区公安局到四区公安局统一

成立了军管会；从部队抽调干部战士进驻各派出所和边防检查站，成立军管小组。公安工作的

路线、成果被否定，大批公安干警遭审查、迫害，许多领导被隔离反省，公安工作遭到严重破

坏。“文化大革命”期间，各项公安业务不能正常进行，取消了各种侦查手段，用“群众专政”、

“群众办案”代替侦查工作，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批判了以户口调查为中心的基础工作建设，

废止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逮捕拘留条例》；保卫干部被揪斗，治保会被“砸烂”；打、

砸、抢事件时有发生，流氓、强奸、凶杀等刑事案件大量增多，全区社会秩序混乱，治安恶化。

1970年，传达贯彻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和周恩来总理讲话精神，被破坏了的公安工作

开始恢复，一些公安业务骨干陆续归队。1971年，全区公安机关新增户籍、交通、刑事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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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34人。1973年后，全区县以上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组)撤销，改为公安局建制，

各项公安业务工作逐步恢复。然而，由于1974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又把公安业务的

恢复当成“复辟”、“回潮”进行批判，阻碍了公安业务的全面恢复。但全区公安机关的广大干

警在打击刑事犯罪、保卫安全、整顿社会治安等方面，仍做了很多工作。

1976年lO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认真贯彻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和全省第十

一次公安会议精神，彻底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颠倒敌我关系、倒转专政矛头、大搞“两个否

定、一个砸烂”等破坏公安工作、迫害公安干警的罪行，拨乱反正，清理、纠正冤假错案，为

被迫害的干警落实了政策，调动了广大公安干警的积极性，全面恢复了公安业务建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公安工作适应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清除左倾错误，

以服从、服务于党的新时期总任务为指导，以实现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

局面为目标，加强了对敌斗争、治安管理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保卫“四化”、保卫改

革开放的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打、砸、抢”等

流毒的影响，刑事犯罪累年递增，流窜犯罪、青少年犯罪突出。1979年以后，认真贯彻全国

城市治安会议和全省整顿治安会议精神，开展了以城市为中心、铁路沿线为重点的全区治安整

顿工作。地委成立了整顿社会治安领导小组和专门办事机构。1980年3月，地委召开全区整顿

治安工作会议，提出实行公、检、法“三长”集体办公，地方与铁路密切配合，城乡结合，党

政军民携手，开展一个以城镇为重点，以打、防为主要内容的整顿治安新的战役。各级公安机

关在驻军、武装部、铁路部门和检察院、法院的大力协助下，加强值勤巡逻，开展破案战役和

集中打击，从重从快打击处理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刑事案件发案下降，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

转。

1983年8月起，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保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作出的((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

安犯罪分子的决定》，开展了为期三年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在地委、行署和

各级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全区各级公安机关坚持“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精心

组织，周密部署，广泛发动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开展侦破攻势，打现行、扫浮面、抓深挖，

历时三年六个月，集中摧毁了一大批犯罪团伙，破获了一大批案件，震慑了犯罪分子，鼓舞了

广大群众，整顿了社会治安，刑事案件发案逐年减少，人民群众有了安全感。在“严打”中，

还发动群众开展了以打击传播贩卖淫秽物品、暗娼卖淫等为重点的“扫黄”除“六害”斗争，

净化了治安环境。为长治久安，公安机关坚持“严打”方针，每年均通过专项斗争，从重从快

打击处理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特别是杀人、强奸、抢劫、流氓、重大盗窃和强

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以及制造、贩卖淫秽物品等刑事犯罪活动，保持了林区社会治安秩

序的稳定。

全区公安机关在加强治安管理、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的同时，针对林区特点，不断加大森林

保卫工作力度。自1991年以来，每年利用秋冬季节，在木材生产、流通领域开展以打击滥砍

盗伐、偷拉私运、乱占林地、毁林开垦为重点的“木材专打”斗争，查处了一大批违法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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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有效地保护了森林资源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的顺利实施。

进入90年代，受国际毒品大环境的影响，本区非法种植罂粟犯罪活动呈抬头之势。自1991

年发现大面积非法种植罂粟以来，全区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坚持“有毒必肃、贩毒

必惩、种毒必铲、吸毒必戒”的工作方针，严把禁种和铲除关，坚持每年开展禁毒专项斗争，

航测铲毒与地面铲毒相结合，严厉打击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取得了显著战果，多次受到国家和

省禁毒委员会的表彰。

在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各级公安机关坚持“一手抓打击，一手抓防范，认真落实

综合治理”的方针，把打击、防范、管理、教育、建设等各项措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谁主

管、谁负责”的局面，使公安工作的群众路线有了新的发展，全区社会秩序、生产秩序、教学

秩序和生活秩序有了进一步好转。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发挥为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保驾护航的作用，加大了公安工作的

改革力度。经济保卫工作，在工企单位、院校先后建立了一批公安派出所，内部普遍实行了安

全承包责任制，加强了内部保卫工作，特别是加强了重点要害部位保卫工作。公安行政管理工

作，由单纯管理向既管理又服务转变，改进了出入境、特种行业、户口登记、交通管理、消防

监督等治安行政管理机制，变通了工作模式，减少了管理层次，简化了审批手续，有力地支持

和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强派出所、刑侦体制和公安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

制，激发了队伍的活力。开展了以《刑法》、《刑事诉讼法》、《枪支管理法》和《治安管理处罚

条例》为重点的法制宣传教育，实施法制工作“一把手”工程，建立健全了各项工作的法律程

序。同时，坚持政治建警和从严治警的方针，大力加强公安队伍建设，广泛开展“学创”活动

和“为人民服务，树公安新风”活动；民主评议干警，开展集中教育整顿和以“讲学习、讲政

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三讲”教育活动；加强邓小平理论的学习教育，有力地促进了公

安队伍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英雄人物，奏响了新时期公

安工作的最强音。

5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本区公安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公安事业蓬勃发展。公

安工作在保卫人民民主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事

业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为全区“加快二次创业，富民强企兴区”战略的实施，做出了

突出贡献。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全区广大公安民警正以高昂的斗志和崭新的精神风貌，迎接

新世纪的挑战。

一日一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