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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志》凡例

》‰

一、《西宁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西宁的历史和现状进行

了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 _

二、全志以现代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专业为主体，类为一志，分

类编纂，由总述、大事记和52卷专业分志及附录组成。

三、全志各分志统一采用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编排。标题

均以事命名。做到准确简明，结构合理，科学分类，归属得当。

四、全志详今略古，古今贯通，当代为主。年代断限，上限不

限，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 985年，城区志则下限断至1 986

年。

五、全志所记地域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为反映历史地

理沿革，间有例外。

． 六、全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各分志以志为

主，辅以图、表和照片。文体一律为语体文，著述体。除引用有特

定含义的古籍原文用繁体字外，其余一律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

七、志内纪年，历史朝代，沿用通称，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通用公元纪年，地名、人名及历代政权、官职等，均

以原称谓为准。

八、全志资料均来自各类档案、历史文献，及经核实的调查材

料，资料翔实可靠。

九、各类数据，一般采用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也有使用各有． ，’

，tj 6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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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单位调查核实的数字。各类数字均按国家规定书写。

十、本志所使用的计量单位，除历史资料涉及的度量衡单位沿

用原单位记载，必要的换算成现行的法定计量单位外，建国后的一

律采用1 98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十一、本志大事记的记述采用编年体，辅以纪事本末体。
”

十二、人物志分传、简介、表、录四个部分。立传人物遵循

“生不立传”通例。不论本籍或客籍，凡对西宁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

的已故人物均作传列入本志。立传人物以近现代为主，以正面人物

为主，以卒年为序排列。历代职官、革命领导干部以及正式命名的

革命烈士、市级以上英雄模范人物、历代科举人物、科学技术人员、

能工巧匠分别列入表录。

十三、全志注释采用脚注方式，当页编码。

十四、本志采用多卷本分册成书，统一封面，统一装帧，统一

序列。各分志有相对的独立性。

十五、志书中所说的“解放前、后"，系指1 949年9月5日西

宁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系指1 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前后。



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编修社会主义新方

志、特别是编修公安专业志，则是时代的要求和需要，它具有

“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有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深远意义。

《西宁市志·公安志》是《西宁市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经

过编纂人员十多年的努力，编纂成书，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部

系统记述西宁公安(警察)事业发展历史的专业志书。它上溯清

代，下限至1985年，辑录近80余年公安(警察)事业产生、演

变、发展的史实。在客观、简要地记述自清光绪二十七年(1 901

年)至民国38年(1 949年)9月，清、民国两代警察机构产生、

发展及其主要业务活动历史的同时，突出而翔实地记述和展现了

1 949年9月5日推翻蒋、马独裁统治，摧毁青海省会警察局及其

所属组织后，于9月8 El宣告成立第一个新型的人民警察机构至

1985年12月底，西宁公安事业发展的过程、规律、趋势及其特

征，同时也记录了广大公安干警艰苦奋斗、忠勇不息、矢志同各

种犯罪活动和治安灾害事故顽强拼搏的无私奉献精神。

《西宁市志·公安志》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它用大量生动的

事例阐明了公安(警察)事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处的地位和作

用。公安(警察)事业是国家形态下产生的特殊管理形式，是国

家职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统治阶级向被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一

个重要工具。因此，公安(警察)事业始终和国家的性质相一致，

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紧扣着时代的脉搏，强烈地体

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该《志》在记述旧警察机构产生、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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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着力揭露旧警察的反动本质，表明清、民时期的警察机构，

是为封建地主、官僚买办和封建军阀服务的，是少数剥削阶级压

迫和奴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忠实工具。人民群众深受其抓兵抽

丁、征粮收税、敲诈勒索、政治迫害之苦，无不深恶痛绝。同时，

还用大量的史实客观而全面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安机关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动员社会力量，同破坏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开展

斗争，维护社会安定，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英勇奋斗的业绩。

它充分体现了人民公安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反映了

人民警察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人民的优良

传统。

《西宁市志·公安志》突出了西宁的地域特色和公安各项业

务的特点。全书通过机构沿革、镇压反革命分子、打击刑事犯罪、

治安行政管理、经济文化保卫、户政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监

所与预审等篇章的记述，不仅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人民公安机关特

有功能和作用以及它的独立性，反映了公安事业与其他事业相互

联系的内在关系；同时还阐明了人民公安机关在履行人民民主专

政使命中，针对西宁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实际，特

别是多民族聚居这一特点，慎重稳进地开展各项业务工作，既巩

固和发展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又稳准狠地打击了各种犯罪分

子；既排除了各种干扰和困难，又夺得了公安事业的自身建设和

发展。它雄辩地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折不扣地

贯彻执行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颁布的各项法律、法

规，因地制宜地开展各项工作，才能克敌制胜，勇往直前。

总之，该《志》吸取了各地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公安事业的

阶级性和特殊性，突出了西宁的地域特点、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

文词表达朴实无华、简洁准确、通俗流畅，融思想性、资料性、科

学性为一体，寓褒贬于记述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是一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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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警察、法庭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阶级压

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警察则是其中之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历代封

建王朝的治安机构、国民党政府的警察机关，是为封建地主、官僚

买办、军阀等剥削阶级服务的，是用以维护其反动统治、压迫奴役

广大劳动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公安机关，则

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是对一切反抗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建设，危害国家安全的敌对阶级实行专政的武装性质的国家

治安行政力量，与旧警察机关在本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 ．

汉武帝时，在今西宁修筑了西平亭作为军事据点和基层政权，西

宁就纳入了中原王朝的郡县体系，社会治安皆由郡县行政长官掌管，

调处纷争，稽查犯罪。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推行

“新政”，仿照日本警视厅和西方巡警制度，设立了“巡警总局"，在

各行政区创建警察机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陕甘总督升允在

甘肃(今青海属甘肃省)省会兰州府始建巡警总局，总理全省警务。

西宁府境内的西宁、大通等地也相继设立了巡警总局，由西宁知府

廉兴掌管西宁县巡警总局，委派官警，招募巡丁，履行社会治安管

理之责。 ’

民国3年(1 914年)，甘肃省成立警察厅。9月，西宁道属七县

巡警局奉命改组为警备队。民国6年(1917年)7月，又改组为警

察所，所长由县知事兼任，设警佐一人主持工作。民国18年(1 929

年)元月，青海建省。3月j西宁县警察所合并设青海省会公安局，

直隶于青海省政府民政厅，办理省会(西宁)一切警务事宜，委任

凌学斌为首任局长。民国25年(1936年)6月，青海省会公安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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