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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志》凡例

本志按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

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要求进行编纂。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

二、以福建省现行行政区划为记述的区域范围(未含金门、马祖)。

三、使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行文除引文外，用第三人称记述。

四、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纪年，标示朝代、年号、年份，括注公元

纪年；1949年lO月1日起，用公元纪年。

五、各个时期的政权机构、职务、党派、地名，均以当时名称或通用之

简称记述。古地名均括注今地名，乡(镇)、村地名前冠以市、县(市、

区)名。

六、除引文外的人名，直书姓名，不在姓名后加身份词；必须说明身份

的，在其姓名前说明。

七、各种机构、会议、文件等专有名称使用全称，如多次出现需用简称

的，在第一次出现时括注简称。

八、凡外国的国名、地名、人名、党派、政府机构、报刊等译名，均以

新华社译名为准。新华社没有译名的，首次使用译名时括注外文全称，全书

保持中文译名一致。

九、数字、量和单位、标点符号的使用，执行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

规定。书中同一名称、事实、数据、时间、度量衡、术语的表述，前后一致。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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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图、照、表突出存史价值，样式统一。

十一、采用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和业务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

如使用其他数据，则说明其来源。

十二、采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引文、辅文和需要注释的专用名词、

特定事物加页末注释，注释形式全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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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本志按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要求进行编纂。记事年限为

1990--2005年。志中，刑事案件发破情况统计表图、警卫勤务、大事年表

等内容，因首轮《福建省志·公安志>未记载，故上限延伸至1949年。

附录中功模名录部分，依据公安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奖励条令》规

定，经编委会议确定，仅收录公安系统英雄模范和记一等功的集体、个人。

另收录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5个先进单位，编为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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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福建省经

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变。公安工作面临新机遇，也面临新挑战。全省公安机关在各

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围绕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打防并

举、标本兼治，推进法治、科技强警，抓好队伍、从严治警，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

不断加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秩序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

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1991年，国家开始实施。八五”计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带来的人财物大流动，福建省社会治安出现许多

新情况和新问题。境外黑社会和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突出，刑事案件梯次上

升，抢劫银行、金融诈骗等犯罪时有发生，“车匪路霸”等暴力犯罪频发，流窜

犯罪、团伙犯罪突出，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沿海地区偷私渡、走私活动一度

猖獗。

面对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全省公安机关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积极应对。

1992年1月，福建省公安厅(以下简称省厅)召开第二十六次全省公安会议，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决定：》及第十八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并形

成《关于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为加快福建经济发展步伐服务的意见>，下发各地执

行。全省公安机关加强反渗透、反破坏活动，妥善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维护社会

政治稳定。同时，坚持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采取组织

“严打”战役、专项整治和加强经常性侦察破案、追捕在逃人员等措施，持续不断

地打击犯罪，稳定治安，一批严重暴力犯罪大案相继告破。期间，通过对重点地

区、乡村的治安整治，铲除称霸一方的流氓恶势力，整顿加强基层组织、群防群治

队伍，改变治安面貌。各地开展经常性的打击和查禁取缔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

的工作，组建专职扫黄队，查办黄丑大案，遏制其发展蔓延；加强沿海管控，遏制

偷私渡和走私活动。

这一时期，全省公安机关打防结合，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和安全防范工作。1990

年，全省公安机关开展创“达标”(规范化)派出所活动。交警队、消防队、看守



福建省志·公安志(1990--2005)

所、治安拘留所等所队的规范化建设也同时全面推进。各地开展创建“三优”(优

秀治保会、优秀治安联防队、优秀治安调解室)、“三安全”(安全楼院、安全旅

社、安全公共场所)系列活动，同时深入开展企事业单位“创安”等多种形式活

动，落实和加强治安防范工作。“八五”期间，全省根据形势发展，加强地方公安

立法建章。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颁布的公安法规有20件，初步形成治安管理法

规体系。各地依法改革和加强治安行政管理工作，严管枪支爆炸物品，强化特种行

业和公共场所管理；推行农村户口城市化管理，出台暂住人口管理办法；改革交通

勤务管理制度，开展军警民共建福厦漳文明路活动，整治沿线交通、治安秩序；开

展“三合一”场所消防监督，推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沿海船舶、港口管理。

1993年，省厅党委把建立城市民警巡逻体制作为公安机关适应新形势的重要改

革措施，着力推进。全省公安机关巡警队伍和快速反应机制的建立，对增强动态环

境下社会治安的控制能力，遏制街面违法犯罪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年，省厅

党委作出关于改革和加强刑事侦查工作的决定。各地围绕落实破案责任、提高工作

效能，因地制宜推行改革，建立责任区刑警队，承担起大部分刑事案件的侦破任

务。公安派出所重心从以围着案件转为主逐步转移到以治安管理为主上来，疏于防

范的状况逐步扭转。

随着国家“九五”计划的实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但面临的治安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1996年8月，省厅召开第二十七次全省公安会议，制定《福建省“九五”

公安工作规划纲要》，提出为“九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创造更加安定的社会环境的

主要目标和工作措施。各地公安机关继续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作为首要任务，相继

开展反窃密、反渗透等专项行动，依法制止邪教组织活动。

这一时期，全省公安机关在加强经常性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同时．根据各个时

期突出的犯罪问题，先后开展“打暴除恶”、“追捕在逃人员”、“打击拐卖妇女儿

童”、“反偷私渡”、“禁毒”、“打击走私、盗抢机动车”等专项斗争。1996--1998

年连续三年春季，开展侦破会战，打击涉枪犯罪、“车匪路霸”犯罪和以缉枪治爆、

禁毒、扫黄及以打流窜、缴黑枪、查隐患、保安全为重点的严打整治行动，并集中

整治治安情况不好的重点地区、部位和路段。同时，各地公安机关与有关部门协同

配合，开展打击制贩假币、涉税违法犯罪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组织

开展专项斗争，解救大批被拐妇女儿童。 ．

1996年，福建省公安厅、福建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先后召开大会，表彰“漳

州110”忠诚履职、赤诚为民的精神，推广其快速反应、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经

·2·



概 述

验，并作出向“漳州110”学习的决定。翌年，“漳州110”被国务院授予“人民

的110”荣誉称号。各地公安机关以此为契机，迅速建立110接处警指挥系统、110

报警服务台和快速反应机制，大大方便了群众的报警和危难求助。各地以110指挥

中心为龙头，以巡警、派出所民警为骨干，各警种配合、快速反应的警务机制在实

战中不断发展、完善。1998--1999年，省委、省政府将建立110报警服务社会联动

工作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之一，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部门纳入110社会服务联动

网络。

为适应新形势要求，深入推进派出所建设，省厅先后召开公安派出所工作会议

和刑事侦查工作与派出所工作机制改革(即侦防机制改革)会议，组织开展“创

建人民满意派出所”活动。各地把创建活动与派出所工作改革、侦防机制改革等有

机结合，协调开展，相互促进，提高保一方平安能力。期间，各地实行治安、户

籍、出入境管理制度改革，加强流动人口和特种行业、公共场所管理，服务经济发

展大局。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以实施“畅通工程”、创建“平安大道”为载体，整顿

道路交通秩序，保障城乡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公安消防部门贯彻《福建省消防条

例》，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化。公安边防部门在加强边防管理的同时，推广宁德三都

边防派出所“三个跟进”(经济发展到哪里，保障工作就跟进到那里；治安热点在

哪里，管理工作就跟进到那里；人民需要在哪里，服务工作就跟进到那里)工作的

经验。期间，省厅和各地相继出台实施为国企改革和发展服务、加强农村公安工作

等措施，着力改善治安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这一时期，全省公安机关迸一步注重法制建设。省厅起草并经省政府批准、省

人大通过，颁布一批公安法规，制定出台执法责任、办案程序规范和执法质量考评

等规范性文件。公安机关治安、户政、出人境、交通、消防、边防管理等部门和基

层派出所实行警务公开制度，提高公安行政执法的透明度。公安机关内部建立案件

审核、行政复议、执法检查、个案督办、执法过错追究等执法监督机制。同时，对

公安法规进行全面清理，废止、修改一批不合时宜的公安法规和公安行政许可项

目。期间，各地公安机关加强公安科技建设，加大投入，加快科技应用系统开发步

伐，一批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并产生效益，一批重点课题调研文章被国家级刊物采用

并获奖。

进入2l世纪，福建省全面实施“十五”计划，继续向“小康”目标迈进，城

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一些深层次

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现。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仍然不少，互联网等非传统领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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