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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为纪念建校四十周年，着力编纂了这

部校史，以总结历史经验，继往开来。

史以志名，凸现了述而不作的修史原则。辽宁警专初创于

1960年，由凌源而大连，三迁其地；中经调整时期乃至十年浩劫，

史料或轶失或残缺，执笔之难，显而易见。为尽可能全面、准确地

记述四十年的历程，参编人员通力合作，深入调查，追踪溯源，历

半年有余，今日成篇，殊为可贵。

辽宁警专作为辽宁唯一的公安高等学府，四十年艰苦创业，

与辽宁公安战线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为公安

实战服务，遵循教育规律，勤奋耕耘，为辽宁公安、司法战线培养、

输送了近万名毕业生，成为辽宁公安队伍建设的主要源头和重要

基地。现在的辽宁警专，已经积聚了一支结构合理、业务水平较高

的教学科研队伍；设置侦查、管理、技术、监狱管理四系；配备基础

理论、法医、痕迹检验、理化、信息等五大系列实验室以及心理测

试、模拟现场、模拟交通指挥、模拟预审、技术防范监测中心等实

验室；占地18万ITl2，拥有现代化的图书馆和标准警体馆、实验大

楼；在专科教育基础上，试办本科专业，形成了多学科配套、多层

次办学的宏大格局。这是几代警专人心血的结晶，翔实地记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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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奋斗的过程，清晰地保留先行者的足迹，不仅是辽宁警专，也

是辽宁警界的一件大事。

在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面向新世纪，迎接新考验的重要历史

时期，加强公安教育，是当前公安战线面临形势和任务的必然要

求。坚持向教育要素质，向素质要警力、战斗力是公安全局工作的

一个既定方针。公安院校要牢固树立“遵循教育规律，加大改革力

度，办出公安特色，提高教育质量，实践培养目标”的指导思想，坚

持服务于警务工作实践的原则，把理论联系实际贯穿到教学的各

个环节。要大力加强以教师、教材为重点的教学基本建设，积极开

展公安实践同步研究工作，使教育更加贴近实践需要，使科研成

果尽可能快地转化为公安战斗力。

公安教育大局如此，辽宁公安战线寄厚望于辽宁警专，其任

重而道远。回顾辽宁警专四十年的奋斗历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

新的世纪里，辽宁警专将以自己的行动续写辉煌的历史。

名吁
二ooo年六月



凡 例

一、修志依据：本志根据国家和辽宁省教育行政部门有关文

件精神和规定编修。

二、修志体例：采用横排纵写的方法，正文结构按章、节设置。

全志分12章叙述，概述冠志书之首，简介各时期历史梗概，收开

卷了然之效。正文后设置附录。

三、修志原则：详今略古、述而不论、观点寓于材料之中。

四、修志语言：采用记叙体语言表达形式，据史直书；语言风

格简洁、严谨、质朴、准确。

五、表述形式：以文字表述为主，辅以图表，题目均用黑体字，

统计数字、年份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一律以公历表述。

六、称谓书写：各时期行政机构、会议名称，行文中第一次出

现用全称，以后出现用简称；不加政治性定语，人物直书姓名、职

务，不加虚衔和褒贬之词。

七、时间断限：上限1960年9月，下限2000年6月，历时40

年。

八、志书资料：资料采集于本校综合档案室及各系部处室、凌

源劳改分局档案室、公安厅档案室、海城少管所档案室，均不注明

出处，统计数字截止到199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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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学校概述

第一章 学校概述

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是辽宁唯一一所公安高等学府，隶属

省教育委员会、省公安厅。学校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新生路150

号，校园占地面积18万m2，校舍建筑总面积8万m2。学校创建于

1960年，历经辽宁省公安厅劳改干部学校、辽宁省人民警察学校、

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等历史时期，迄今已有40年的历史。

第一节创建时期

一、筹建辽西工业大学

1958年，中共辽宁省委作出了开发辽宁西部，沿海劳改单位

内迁，集中力量建设钢铁联合企业的指示，并把这项任务交给省

公安厅。根据省委的指示，省公安厅经实地调查，选定凌源作为新

的劳改场所，对劳改工作进行了重新规划，于1959年3月成立了

辽宁省公安厅凌源劳改分局，以加强对凌源地区劳改单位的领

导。经过1959年一年的工作，奠定了以钢铁冶金工业为中心的联

合企业初步基础。1960年3月，省公安厅对凌源劳改企业的建设

和远景规划又作了较大调整，进一步扩大了建设规模，计划用3

年时间，基本建成钢铁、机械制造、电机电器、化工、有色金属和稀

有金属、无线电、矿山开采、建筑等8个联合企业。为了适应需要，

省公安厅决定成立“辽西工业大学"，隶属辽宁省公安厅，校长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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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譬官高等专科学校校志

省委政法部长、省公安厅长许西兼任，副校长是原省武警总队副

政委马奔涛。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劳改企业技术、管理干部。

1960年9月，“辽西工业大学筹建处”正式成立，为辽宁省公

安厅凌源劳改分局下属单位，由马奔涛具体负责筹建学校。为了

解决师资问题，从当年毕业的大学生中选用了近40人任教员，他

们分别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沈阳医学

院、大连医学院等院校，并参加了8月20日在省政法干校举办的

培训班，王福荣任班主任，10月9日由马奔涛带队奔赴凌源。干部

分别从省公安厅、大连市公安局、省政法干校等单位调入，教职工

总数70多人，筹建处办公地址设在凌源劳改分局招待所。

学校筹建时期，由于没有校舍，在教学方面是将30多名教师

分成若干小组，到各劳改单位去办培训班，广大教师克服了交通

不便，没有住房、忍饥挨饿等困难，先后办了3期培训班，共培训

在职劳改干部1300多人。教学内容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学

习《列宁主义万岁》、《毛泽东选集》等，教学形式主要是自学、讨

论、辅导等。

1961年5月，根据中央提出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全国第11次公安会议精神，省公安厅

决定，凌源八个联合企业停建，进行全面调整，同时撤销了“辽西

工业大学筹建处"。后又拟办中专，成立“辽西工业学校”，也由于

条件不具备，没有办起来。

二、辽宁省公安厅凌源劳改分局干部学校

1961年6月8日，凌源劳改分局根据省公安厅领导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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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学校概述

为适应凌源地区劳改生产、建设发展情况和加强劳改工作干部

的培训，迅速提高在职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决定将原辽西工业

学校改为“辽宁省公安厅凌源劳改分局干部学校"。

7月13日，辽宁省公安厅C1961]公部字第16号文件批复，同

意学校编制方案，编制总数为51名，机构设政治处、教学办公室、

校部办公室，任命王福荣为学校副校长，吕中枢任政治处副主任，

李国栋任校部办公室副主任，杨振田、刘国发任教学办公室副主

任。校址由凌源劳改分局招待所迁至凌源新生无线电厂原电机大

楼。

由于凌源办学地处偏僻，又无校舍，不具备办学条件，根据培

训全省劳改干部的实际需要，从1961年9月开始另选校址筹建

“辽宁省公安厅劳改干部学校"。

三、辽宁省公安厅劳改干部学校

1961年10月，学校由凌源迁至海城县南台二道河子“鞍山监

狱’’旧址。1961年11月18日，辽宁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批准成立

“辽宁省公安厅劳改干部学校”，隶属省公安厅领导。王秀文任党

委书记兼校长，康祥春、王福荣为副校长，后来又调王连义、展杰

任副校长。机构设置有政治处、教务科、校部办公室、班部、托儿

所、卫生所。学校职工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原“凌源劳改

分局干部学校’’职工55人，一部分是原“鞍山监狱"撤销时留下的

职工53人，共108人，后精减人员，教职工剩80多人，其中教师

30多人，教师来源大部分是从凌源转来的，又从沈阳中央警校、省

政法干校和省内劳改单位选调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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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校志

学校的任务是根据中央轮训干部的决定，按照省公安厅的

要求，培训劳改干部。计划每年轮训3—4期；每期2—3个月，每

期培训500人左右。培训具体情况如下：

1．1961年11月13日，招收一批高中毕业生，后因人数不够，

又招收少数初中生，共310名，学期5个月，学习劳改业务，结业

后，个别人留校工作，绝大多数分配到省内劳改单位做管教工作。

2．1962年2月一1964年8月，共培训在职管教干部2118

名，每期2—3个月，培训对象是省内各劳改单位的中、小队长，指

导员和一部分副大队长。具体见下表：

裹1．1在职管教干部培训统计表

期 次 培训时间 培训数量(人)

第一期 1962．2—4 509

第二期 1962．5—7 374

第三期 1962．7—9 268

第四期 1962．10—12 ‘286

第五期 1963．6—8 200

第六期 1963．10—1964．1 200

第七期 1964．7—8 280

开设有政治理论课和业务课，政治理论课是根据当时形势，

学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

3．1963年2月11日一1963年5月15日，为省内各劳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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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学校概述

单位培训财会人员169名，开设政治理论课和业务课，业务课内

容有：计算技术、会计原理、专业会计、专业财务等。

4．1964年3月一1964年5月，培训两期政工干部，共401

名，其中第一期培训200名，时间20天；第二期培训201名，时间

30天。

5．1965年2月一1965年4月，培训了辽宁省公安总队复员

军人187名，解放军某航校退役学员27名，经过短期培训后，充

实到我省劳改、公安民警队伍中。开设政治理论课和劳改、公安业

务课。

6．1962年为省公安厅和鞍山市公安局代训侦察、预审、警卫

等民警和干部345名，学习“步法追踪"、“外线侦察”、预审等业

务。

学校十分重视教学工作，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狠抓教学质量

和师资队伍建设。每期培训班开学前，校党委都研究制定教学计

划，部署教学工作安排，开班时校领导还进行动员，提高学员学习

的积极性，端正学习动机；毕业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使学校步入

正规化办学轨道。在教学方法上，采取自学、讲授、讨论、辅导，走

出去参观学习相结合的方法，比较适应干训班教学需要。在师资

队伍建设上，为了适应正规化办学的需要，采取“边工作、边学习，

边提高’’的方法，派一些教员到省政法干校进修学习，陆续调入一

些教学骨干，师资力量不断增强，从第三期开始政治理论课全由

本校教员讲授，到第四期，业务也由本校教师自己讲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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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校志

学校占地面积近3万m2，藏书近1万册。当时条件很差，房

舍简陋，又年久失修，设备也残缺不全，学校坚持因陋就简，勤俭

办学的原则，发扬“抗大”精神，把原犯人监舍略加修缮作为学员

宿舍，把原1996mz的大缫丝车间改作教室，一根方木钉上四条腿

作凳子，没有讲台，般有教材，学生手扶膝盖做笔记，克服了重重

困难，较好地完成了干训任务。在校舍低标准，副食供应不足的情

况下，全体教职工一面办农场搞自产自给，一面认真备课，编写教

材，组织教学，全校师生员工上下一条心，凝聚成一个战斗的整

体，为劳改、公安系统培养了一大批业务骨干，后来，大部分走上

了处、科级领导岗位。

四、“辽宁省公安厅劳改干部学校”和“辽宁省人民警察学校"

由于形势需要，不仅要培养劳改干部，也要培养公安干部，而

海城南台交通不便，校舍简陋，经省公安厅党组研究决定，于1965

年4月学校从海城迁到大连市，校址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刘家桥原

省劳改局下属石英玻璃厂大楼。1965年6月8日，辽宁人民委员

会根据公安部“每省都至少有一所警察学校"的精神，省政府辽

(65)复字15号文件正式批准成立“辽宁省人民警察学校"。学校

为职业学校性质，规模为200名，学制一年，可招收高中毕业生，

与“辽宁省公安厅劳改干部学校’’合署办公，一套机构，两个牌子，

隶属省公安厅领导，并给编制30名。政委兼校长李国夫，副政委

梁守范，副校长展杰、王福荣。下设机构有：政治处、校部办公室、

教务科、理论教研室、民警业务教研室、劳改业务教研室、民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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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学校概述

学校只有一座楼，建筑面积为5500m2，集教学、办公、学生宿舍为

一体，图书室藏书量达3万册。’

当时学校任务有两项，一是继续轮训省内劳改干警；二是培

养户籍民警。从1965年9月至1966年下半年，共轮训两期劳改

干警。第一期是1965年9月初开学，1966年1月结业，学员近100

名，培养对象是劳改单位的财会人员。开设了政治理论课和业务

课，主要是业务课，其中包括：计算技术、会计原理．、专业会计、专

业财务等。教学上以讲授为主，辅导、讨论、实习、作业相结合。第

二期是培训省内劳改单位的中、小队长，1966年4月开学。由于

“文革”的原因，接到上级关于“在职干部回到所在单位参加‘文化

大革命’的通知"，学员没有按期结业。开设课程有政治理论课和

劳改业务课，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自学、讨论、辅导相结合。1965

年9月，经省高考委员会批准，从当年高中毕业生中寻取了169

名学生，计划结业后做户籍民警工作。教学内容是政治理论、民警

业务及军事训练。政治理论教育采取自学、讲授、讨论、辅导相结

合的方法。业务教育采取以讲课为主，讲课、自学、讨论相结合。教

学中还搞了些实习工作和形象化教育。这批学员本应于1966年9

月毕业，但1 966年春，省公安厅决定全体学生去海城县参加“四

清"运动，故又延长毕业期一年。后来“文革"开始，学员要求留校

闹革命。当时，由于砸烂“公、检、法"，这批学生在1968年10月被

送到阜新煤矿当了工人。

第二节停办与恢复时期

一、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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