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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决定》为

指针，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15年来全省公安机关建设强大

的公安队伍和强有力的公安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二、记事年限。本志为《辽宁省志·公安志》(1902--1985)的续修志，

上限起于1986年，下限止于2000年。其中“附录三：省、市、县公安机关

历任领导人名录”上溯至1954年辽宁省公安厅成立之日。

三、体例结构。本志采用述、记、志、传、表、图、录等表述形式，横

排门类，纵述史实。本志设概述于全志之首，为全志和各篇大纲；设大事记

于附录，为全志之经。全志按篇、章、节、目层次排列，书后有附录和编纂

始末。照片列卷首或以插页、串文等见于志中，表、图随文设置。

四、人物传略。按照生不立传的规定，对已故历任省公安厅厅长按任职

先后排列，已故全国著名公安局长按卒年先后排列。

五、称谓。本志记述使用第三人称。人物称谓，首次出现时加职务称谓，

其后一般直书其名。

六、语言文字。本志行文为现代语体文，并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年10月10日发布的《简化字总表》、1988年1月制定的《现代汉语常

用字表》及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执

行。数字用法按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规定》执行。

七、资料来源。本志资料来源于有关史志文献、档案材料和统计资料等。



序

本志收编了1986--2000年辽宁公安的重要珍贵史料，是1999年出版的《辽宁省
志·公安志》的续修志。全书按业务性质归类，分设12篇，加上概述、附录和编纂始

末，共80万字，多幅图片，内容翔实，图文并茂。

回顾这15年，敌情和治安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从未停止对我进

行渗透、颠覆、破坏、分裂活动，在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等地还挑起一场政治风

波；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出现一些影响稳定的新的因素，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
曾经禁绝的治安问题死灰复燃，曾经罕见的犯罪问题也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了全国性的

“法轮功”邪教组织活动，严重影响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斗争形势相当复杂、严峻。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1991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决定》，要求

必须建立强大的公安队伍和强有力的公安工作。辽宁省公安机关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领导下，从
辽宁实际出发，紧紧围绕中央对公安建设提出的“两强”主题，牢牢抓住改革和建设两

个环节，就决策指挥、侦察打击、治安防控、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五大系统进行改革和

建设，使公安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从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

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认为，把上述重要公安史料精选入志，再现了全省公安工作在这段时间大改革、

大建设、大发展、大进步的历史过程，可供广大公安民警从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对

做好新时期的公安工作大有裨益。

回顾这15年，在同各种犯罪和灾害事故斗争中，锤炼了一大批领导骨干，涌现出一

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本志人物篇是《辽宁省公安志》增编的一篇，是对首部《辽宁省

志·公安志》的重要补遗。其中包括已故的5位公安厅长和2位已故的全国著名公安局

长，牺牲的英烈和在各项公安保卫工作中做出显著贡献而受到省级以上政府和部门褒奖

的功模，以及1954年辽宁省公安厅建立至2000年这段时期历任的县、区以上公安机关

主要领导人，都分别收录入志。

我们认为，把我省公安队伍中的重要人物入志，这是公安志书必须记载的，可供在
今后的公安历史长河中备查，也可供广大公安民警从中学习、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因

此，这是一部对全省公安民警进行忠诚党的公安事业教育的珍贵教材。

《辽宁省公安志》(1986--2000)即将出版，谨向在公安保卫工作中英勇牺牲的公安

民警表示哀悼，向为辽宁公安事业做出贡献的公安前辈和公安民警表示敬意，向本书编

纂人员表示感谢，并以此书向辽宁省公安厅成立50周年献礼。

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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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小平来辽宁时同省蚕书记奎树仁在沈阳火车站。公安机关负责警卫工作



0年e月，邓小平来辽宁时接见省有关领导，公安机关负责警卫工作

0年9月，邓小平和江泽民、束平同辽宁省党政领导合影，公安机关负责警卫工作



1 995年6月1 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

民视察豆宁省公安厅，公安机关负责警卫工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