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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纂公安志是公安机关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方面，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云：“治国者以史为鉴，治郡者以志为鉴。”

编纂公安志就是为当代、后人提供借鉴，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服务于当前

公安工作。《许昌公安志》的出版填补了有史以来许昌人民公安机关没有历史专著

的空白，是公安机关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必将引导全市公安民警在传承公安历

史、服务现实斗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许昌地处中原腹地，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相传远古时东夷族部落

酋长许由率众牧耕于此，故名“许”。西周时为许国，秦时设郡县。许地始称县。东汉

末年，曹操迎汉献帝刘协于许，称许都。曹丕废汉立魏，以“汉亡予许，魏基昌于许”

改许县为许昌。民国时期，许昌曾先后属河南省第二和第五行政区。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2月建立许昌专区，1986年区划调整，许昌市升为地级市。许昌是古

许国都邑和曹魏发祥之基地，灿烂的“建安文化”发源于此。许昌自古人文荟萃，人

才辈出。东汉名士陈寰、著名书法家钟繇不仅生长于许，而且长期活动于许，唐代画

家吴道子曾在西湖筑洞而居，潜心作画，被后人尊为“画圣”。

许昌交通便利，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公路、107国道线纵贯南北；311国道线、

地方铁路横穿东西；许南、许扶、许开、许洛等高速公路在此交会，形成四通八达

的交通网络，是豫中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河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

有重要地位。

许昌警察机构最早可追溯于清朝末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立许州警公

所。在解放战争时期，许昌地区所管辖各县、市分属于豫西区二、五公安分局。1949

年3月，二、五分局合并，成立许昌行政区专员公署公安局，陈久安任第一任公安局

长。1986年，许昌撤地建市，原许昌地区行政公署公安处撤销j成立许昌市公安局。

许昌人民公安机关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出

色地完成了各项公安保卫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镇压反革命、肃反等运

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保卫和巩固了新生政权。“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工作虽然

受到极大冲击，但也做了一些力能所及的事情，维护了大局的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公安工作重点转移到保卫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三年严打”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狠狠打击刑事犯罪的嚣张气焰。90年代后，公安机关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

方针，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做好了各项公安保卫工作。

特别是2000年的“打黑除霸”专项斗争，带动了全省，影响了全国，维护了全市的政

治稳定和治安大局平稳。2005年，新一届党委提出“从严治警树形象，严打先行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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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强基固本求发展，确保全市社会治安大局稳定”的总体思路和“重点突破、整体推

进，苦干三年。力争进入全省先进行列”的奋斗目标。在这一指导思想的指引下，经

过全体民警的共同努力，许昌人民公安机关在命案攻坚、综合打击、基层基础建设、信

息化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有的工作已经走到了全省先进行列。

回顾历史，我们不胜感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公安机关只要坚持共产党的绝对

领导，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就能克服一

个又一个困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市公安局史志办的同志历经五个春秋的辛勤劳作，数易其稿，历经千辛万苦，终

于编纂完成《许昌公安志》。在此，对参与史志编纂工作的同志及给予这项工作提供

帮助的各级领导、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21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战略机遇期。许昌市作为中原城市群的组

成部分，其经济发展也进入了快速轨道，呈现了良好的势头。为了给全市经济和社会

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创建平安许昌、和谐许昌，给全市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

生活环境，公安机关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当前，公安工作面临人民内部矛盾凸现，

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特殊时期，新的时期对民警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恰逢《许昌公安志》出版，为全市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和民警提供了解公安历史，学习

公安历史的机会，希望全市广大公安民警通过学习《许昌公安志》，继承公安机关的优

良传统，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服务于现实斗争。

《许昌公安志》的出版，是许昌公安机关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特作此序，以与各

位同志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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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公安志是部门志，记述了许昌公安机关5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依

靠广大人民群众，广大公安干警在建立基层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社会主

义改造、镇压反革命、肃反斗争中，粉碎了国内外反动组织、反动势力、间谍特务、反革命分子

妄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图谋，为建设、巩同和发展人民民主政权的战斗历程中做出了突出

贡献；记述了广大公安干警在保卫、服务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建

设、和谐社会建设、各种社会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中所做出的突出成绩；记述了广大公安干

警为保卫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安全所作

出的光辉业绩；记述了广大公安干警在社会的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等

工作中，严格执法、文明执法，严格管理、文明管理、热情服务、主动服务、登门服务，为维护社

会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创造一个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而辛勤努力工作。

许昌公安志既记述了许昌公安工作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做法和经验，又实事求是地记述了

一些失误和教训。

许昌公安志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很强的部门专业性，社会发展的进步性，并有明显的地方

特色。

鲜明的时代性。5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经历了各个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许昌公安

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工作重点和任务。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许昌的公安工作是以建立基层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开展了激烈的剿匪

反霸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威胁，间谍特务、反革命分子的颠覆，

公安工作中的重点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保卫新生政权。在社会主义经济恢复、社会主义

改造、经济建设等时期，公安工作一方面严厉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严厉打击刑事

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四化建设、小康社会、和谐

社会建设等阶段，公安工作以保卫党的中心工作的顺利进行，打击刑事犯罪，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群众利益不受侵犯，服务广大群众等为主要任务。

部门专业性。公安机关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之一，是准

军事化的治安行政力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的公安机关。担负着法律所赋

予的艰巨任务，代表国家和人民行使权力。既要严厉打击间谍特务、敌对组织、敌对势力、敌

对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人民民主政权、国家安全，又要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同时还担负着社会管理的任务，既要严格执法，又要热情地为群众服务，使人民

群众满意。具有很强的部门特殊性和专业特点。

社会发展的进步性。5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过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到建设小康社会、和谐

社会，社会取得巨大进步。公安工作也经历了从人治到法制，从法律、法规不完善到逐步完善，

并形成一个适应社会发展进步的法律体系，公安机关就有了有法可依的执法依据，避免了公

安工作的盲目性、随意性。特别是公安工作所担负社会管理职能方面，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和

进步，由管理型到服务型，有的变成服务群众的窗口单位。同时，公安机关的队伍、基层基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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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装备、通信、技术设备等等都有根本变化，适应了形势发展进步，充分反映了公安工作的

发展进步性。

许昌公安志书也记述了许昌公安工作所具有的很强的地方特色。许昌历史悠久，既交通

方便，又地形复杂，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解放初期敌情基础雄厚，斗争形势复杂尖锐，许昌

公安机关广大干警经历了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斗争洗礼，公安工作的工作方式、方法等

都有着独特之处。

在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许昌公安机关创造了很多经验，也有许多成功案例，特别是

“打黑除霸”等专项斗争成效显著，带动了全省，影响了全国。

在治安管理、群防群治工作中魏都区公安分局的警民共建安全院，许昌县公安局的群众

义务打更队、古庙会的治安管理，鄢陵县的“三层六网”等都是根据当地实际，在当时的历史

时期创造的叫响全省、全国的经验和做法。1990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

长乔石到许昌县视察综合治理群防群治工作。1992年5月，国务委员王芳视察魏都区东大派

出所，并作了“廉政爱民”题词。

在交通管理的工作中，许吕市交警四大队成为全国、全省的先进单位。1997年，时任省公

安厅长王明义亲自批示，全省公安机关向四大队学习。交警三大队与许昌市实验小学联合创

办的少年警校。1997年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充分肯定与赞扬。

在消防管理工作中，加强基层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得到公安部领导的肯定。1990年，公安

部七局副局长朱林法少将亲自题词：“向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先进典型许昌市消防中队

学习致敬。”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佟静秋等领导带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消防总队领导到

消防队参观、学习。2005年5月，在许昌消防支队召开了全省消防部队正规化建设现场会，在

全省推广许昌经验。

在队伍建设工作中，1986年，许昌市公安局就制订了禁止公安干警乱饮酒的规定，后经多

次修订和重申规定。1991年，长葛市公安局率先实行干警无违纪签名。1997年，全市公安机

关实行无违纪签名。1987年，许昌市公安局实行目标管理。2002年，长葛市公安局的等级化

管理，魏都公安分局建立起绩效考核机制。2005年，魏都区公安分局实行绩效考评的经验和

做法在全省推广，公安部纪委书记祝春林对许昌市公安局机关绩效考评进行了考察，给予充

分肯定。

许昌公安志书，读者阅后将会留下历史记忆，并会得到启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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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许昌

公安历史与现状，服务当代，垂鉴后世。

二、体例志书采用条目体，事以类从，横分纵述。条为最高层次，概述、大事记、各项公

安业务工作和附录均独立成条一级举列。条下设目，目下设子目、细目。目、子目为实体，以

时为序，直陈其事。为反映志书领属关系。增强志书内容的逻辑性，全志设概述，条或各目从

实际情况出发一般设无题序。条目以事命题，条目不标次地序码，以字体区分；各级标题力求

简明、规范，能准确涵盖所记述的内容。

三、断限志书上限为1907年，下限断至2006年。为保持史实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对重

要事实的记述适当上溯或下延。

四、文体采用述、记、志、传、介、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图表穿插其中。

五、区域范围 以许昌行政区划为准，1986年前为许昌专区、许昌地区时期，1986年后为

许昌市时期。详记现辖各县、市、区工作情况，简记历史曾管辖各县、市情况。“许昌市”1986

年前指原许昌市，1986年后指区划调整后的许昌市。

六、纪年历史纪年沿旧称，以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民国(1912年)后用公元纪年。

七、文字使用规范简化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为准，专业名词、符

号以国家统一标准为据；数字用法以《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

八、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数字为准，以主管部门为辅。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为准。

九、资料以档案资料为主，以口碑资料为辅。在档案资料缺失时，引用口碑资料。建国

前部分多录自有关许昌历代史志，建国后主要录自市公安局档案室、省厅档案馆、市档案局等

单位的档案资料。

十、称谓组织机构、会议名称等，首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地名用当时地名，加注

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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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位于河南省中部，东经113。03’一114。19’，北纬33。42’一340 24’，面积4996平方

千米。东临周口市，南界漯河市，西交平顶山市，北接郑州市，东北与开封市比邻。许昌交通

便利，市区距省会郑州80千米，距新郑国际机场50千米，3ll国道线、地方铁路横穿东西；京

广铁路、京珠高速公路、107国道线纵贯南北；许南(阳)、许扶(沟)、许开(封)、许洛(阳)公路、

许平(顶山)南(阳)高速公路和许开(封)、许登(封)及许毫(州)高速公路在此交会，形成四通

八达的交通网络，是豫中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河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重要地

位。许昌市辖魏都区、许昌县、长葛市、鄢陵县、禹州市、襄城县。许昌市公安局位于许昌市区

许由路东段。

许昌之名始于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年)，而考其沿革，则更为悠久。相传，“许”源于唐尧

时，因许由牧耕此地而得名。夏王朝建立后，许地是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区域，夏启建都于夏邑，

“大飨诸侯于钧台”(在今禹州市)。殷商时期，许地分布的诸侯国和部落有历(今禹州市境内)，

有熊氏(今长葛市境内)，昆吾(今许昌县境内)，康(今禹州市境内)。

春秋战国时期，许地先后为郑、楚所据，分属韩、魏、楚。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秦置

颍Jil郡，治阳翟(今禹州市)。颍川郡辖12县，许县(今许昌县)、阳翟县(今禹州市)、长社县(今

长葛市)、鄢陵县、襄城县属之。

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析许县，置颍阴县(治今魏都区)。许县、颍阴县、阳翟县、长社

县(治今长葛市老城)、鄢陵县(治今鄢陵县彭店乡古城村)、襄城县属颍川郡。三国魏时，仍称

颍川郡，属豫州。许昌县、颍阴县、鄢陵县、长社县属之。许昌为三国魏五都之一。黄初二年(221

年)，文帝曹丕以“汉亡于许，魏基昌于许”，改许县为许吕县。

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年)，置许昌郡(治今许昌县张潘故城)。景平元年(423年)，许昌郡

城被北魏大将周几夷为平地，其地为北魏所据。北魏置颍川郡，治长社(今长葛市老城)。西

魏置许昌郡(今长葛市老城)。东魏天平元年(534年)改为颍州。武定七年(549年)改为郑州，

治移颍阴(今魏都区)，领阳翟、颖川、许昌三郡。北齐将颍阴县并人长社，以长社为颍川郡治。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改郑州为许州，治长社(今魏都区)。

隋时改许州为颍Jil郡，辖14县，颍川(今禹州市)、长葛、许昌、漶强(今鄢陵陶城)、鄢陵、

襄城属之。唐武德四年(621年)，改颍川郡为许州，鄢陵、长葛、阳翟、许昌县属许州。天宝元

年(742年)，许州改称颍JiI郡，属河南道。长社(今魏都区)、长葛、阳翟、许昌、鄢陵属之。乾

元元年(758年)复称许州。北宋初，许州，隶京西路。兀丰三年(1080年)，升许州为颍昌府，

隶京西北路。大观四年(1 110年)称许州，隶京西北路。

元代许仍为州，长社、长葛、襄城县属之。鄢陵属开封府。

明洪武元年(1368年)，废长社县，并入许州，领4县，长葛、襄城属之。许州、钧州(今禹

州市)隶开封府。万历三年(1575年)，钧州改为禹州。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将禹州改为均平府。

清初，许州、禹州属河南省。雍正二年(1724年)许州升为直隶州，长葛属之。鄢陵属开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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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雍正十三年(1735年)许州升为许州府，临颍、郾城、襄城、长葛、禹州、密县(今新密市)、新郑

属之。许州府隶河南省。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许州改为许昌县，改禹州为禹县，与长葛县均属河南省豫东道。鄢

陵县直属河南省。1926年，废道为区，许昌为河南省第二行政区，治许昌(今魏都区)。长葛、

禹县属河南省第一行政区。治郑县(今郑州市)。鄢陵直属河南省。1932年，许吕为河南省第

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驻地，辖许昌、鄢陵、襄城等9县。长葛、禹县属河南省第一行政区。

1944年5月，长葛、许昌、鄢陵、禹县先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lO月，八路军进入豫西，开辟了

禹密新(今禹州市、新密市、新郑市三地交界处)、禹郏(今禹州市、郏县交界处)抗日根据地，建

立了禹密新办事处和禹郏县抗日民主政府。1945年5月，八路军冀鲁豫部队在鄢陵、扶沟交

界处开辟了水西抗日根据地，建立鄢扶县抗日民主政府，8月日本投降，许昌复为国民政府河

南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驻许昌(今魏都区)，辖许县、鄢陵、襄城等9县。长葛、禹县仍

属河南省第一行政区。

1947年12月15日，许昌解放。1948。1949年，先后成立许昌县、许西县、沙北县、长洧县、

鄢陵县人民民主政府与许昌市(今魏都区)人民民主政府。许昌、鄢陵、长洧属豫皖苏区五专

署；许西、沙北、禹县属豫西行署五专区。1949年2月，豫西行署二专区与五专区合并．成立

许昌专区(专员公署驻许昌市)，辖许昌市(今魏都区)、许昌县、长葛、鄢陵、I临颍、漯河市、郾城

县、舞阳、叶县、襄城、禹县、郏县、宝丰、鲁山、临汝(今汝州市)15个县市。1953年1月，淮阳

专区所属周口市及扶沟、商水、西华3县划人许昌专区。1954年9月，临汝县划人洛阳专区。

1958年4月，撤销周VI市，设镇，划入商水县。同年12月，平顶山市划入许昌专区。1960年，

撤销许昌县，并人许昌市(今魏都区)。1961年10月，恢复许昌县建制。1964年3月，平顶

山市改称平顶山特区，从许昌专区划出。1965年5月，扶沟、西华、商水3县划人周口专区。

1970年，许昌专区改称许昌地区，辖禹县、长葛县、许昌县、鄢陵县、临颍县、郾城县、舞阳县、

襄城县、叶县、宝丰县、鲁山县、郏县12县和许昌市(今魏都区)、漯河市。1979年，舞钢区从平

顶山市划入许昌地区。1982年1 1月复划入平顶山市。1983年10月，许昌地区所属的鲁山、

宝丰、叶县划人平顶山市。

1986年2月。许昌地区撤销，许昌市升为省辖市，辖魏都区、许昌县、长葛县、鄢陵县、禹

县。襄城、郏县划归平顶山市。舞阳、临颍、郾城划归漯河市。

1988年6月25日。禹县改为禹州市。1993年12月14日，长葛县改为长葛市。1997年

8月25日，襄城县从平顶山市划入许昌市。

许昌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许昌市、禹州市系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许吕的古文化旅

游资源有史前文化系列、汉文化系列、三国文化系列、寺庙建筑文化系列、钧瓷文化系列等。

中国的夏代是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禹的儿子启曾建都于阳翟(今禹州市)，“大飨诸侯于

钧台”。秦、两汉时期，许昌的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出现不少知名人物，如吕不韦、张良、

晁错、陈定、钟繇等。古文物中，汉代遗留下来的画像砖、石有独特风格，自成体系。许昌的三

国文化胜迹较为丰富，如相传关羽夜读《春秋》的“春秋楼”、关羽辞曹的“灞陵桥”、汉献帝祭

天的毓秀台、曹操陪献帝射猎的“射鹿台”；“神医华佗墓”、“文帝庙”、“张飞庙”、“邓艾庙”、“八

龙冢”等。佛教、道教文化是许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存下来的宗教建筑很多，如著名道

教胜地“天宝宫”和相传黄帝向广成子问道的“逍遥观”等，佛教名寺“乾明寺”、“兴国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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