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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伯纯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政法志》，是《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地

方组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志书比较全面、准确、系

统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从1945年9月到1985年12月四十

年间领导辽宁地区政法工作的决策活动、工作状况、取得的

成绩、经验和教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四十年间，中共辽宁

各省(市)委领导各级政法机关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东北局

各个时期对政法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决定，坚持专门工作与

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在保卫和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进行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从而为保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巩

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重

要贡献。．并且在斗争实践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法工

作探索和总结了许多成功盼经验。这就是：政法工作必须

坚决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必须自觉地为党的总目标和总任

务服务；必须r坚定不移地贯彻群众路线；必须注重调查研

究，实事求是，秉公执法；必须建设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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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政法队伍。因此，这部志书不仅是各级政法机关研究

辽宁政法工作经验教训，加强政法工作建设的不可缺少的

工具书，也是对广大政法干警进行党的政法工作方针政策

和传统教育的教材。希望辽宁政法战线的同志们，能够从

这部志书中得到借鉴和启示o
‘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为了借鉴革命前辈用生命和

血汗换得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政法工作建设，

我们必须组织广大政法干警学习党的历史，。学>--3政法工作

的历史，全面了解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光辉

战斗历程，系统了解党领导政法战线保卫革命和建设的伟

大实践o’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跨世纪的重要历史时期，自

觉地继承和发扬党的和政法工作的光荣传统，不断探索和

研究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努

力开创面向21世纪的政法工作新局面，更好地肩负起保卫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o．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政法志》编委会办公室的全体同志

们，在编纂这部志书的过程中，花费了三年时间，查阅了大

量的历史文献资料，经过核实、精选，编写成书，付出了辛勤

劳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此，我向参加编志的所有同

志，深表谢意! ．

、

(作者现为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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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辽宁是中国共产党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创建民主政权较

早的省份之一oI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辽宁‘地速在中共中央和

东北局领导下，在组建各级民主政府的同时，相继建立了公安司法

机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辽宁地区的政法工作包．

括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国家安全、武装警察等项工作逐步健

全和完善起来0四十年来，辽宁地区各级党委领导政法机关，适应

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每个时期的中

心任务，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在保卫和促进新

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进行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且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法工作探索和

j总结一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从而为保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

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

了重要贡献o

(一l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鉴于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

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确定了“力争东北”、“向北发展，向

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各根据地抽调大批主力部队和地方于部，

迅速挺进东北。"1945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召开的第一次工

作会议上决定．：“我军到达各地区后，要立即收缴敌伪武装，加紧剿

匪工作，严厉镇压汉奸、特务分子，摧毁伪政权，建立民主政权，安定



社会秩序，恢复生产。”

辽宁地区的公安司法机关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同国民党进

行政治的、军事的复杂斗争形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辽宁

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由秘密转向公开，扩大反革命势力，勾结日伪残

余势力，收编政治土匪，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举行暴乱。面对这种

形势，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于1945年12月在召开的第一次锄奸

保卫工作会议上，规定城市锄奸保卫工作的任务是．：“保卫巩固新生

的人民民主政权，清查战犯、汉奸^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收缴

枪支弹药，．发动群众进行锄奸、反霸斗争。”中共辽宁各省委按照中

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和东北局社会部的部署，领导各级公安司法机

关把肃清敌伪残余势力j清剿土匪i镇压汉奸、特务、反革命分子，巩

固新生的民主政权作为首要任务。从1945年冬至1947年秋，辽宁

地区公安机关债破了一批反革命集团暴乱案，并对已发生的反革命

暴乱活动进行了坚决镇压，对国民党的地下建军给予了严厉打击，

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在辽宁的反动势力。与此同时，在辽宁各地区

进行了频繁的剿匪战斗p各地公安机关，紧密配合剿匪，大力清剿与

惩处特务、散匪。对民愤极大的匪首，由政府逮捕公审；，实行镇压。

各地在剿匪和肃清敌伪残余的同时，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

动p。1947年10月lO日，《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之唇，辽宁各地掀

起贯彻《土地法大纲》，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高潮。在党委领导

下’；公安机关积极参加"-3地的土地改革，保卫土改运动。随着锄奸

反霸斗争的胜利，。匪患的清除，安定了社会秩序，保卫了土t-改运动，

巩固了瓤生的民主政权，为迸一步发动群众创造了极为有力条件。

分得土地；鲍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纷纷参军参战，加劲生产，
、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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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0

1947年夏，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东北全境解放胜利

在望。中共辽宁各省(市)委领导各级党政组织和公安司法机关，认

真贯彻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第二次东北公安保卫工作会议精神，

加强了城市工矿、铁路等重要部门的安全保卫工作和未解放城市的

敌人的情报策反工作。重创了美国和国民党特务的核心组织；摧毁

了残存的国民党地下党部，深入打击了武装残匪、特务。同时，在情

报派遣、策反敌军、保卫工厂仓库、档案，接收城市等方面，为辽宁全

境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为了维护人民民主权利，保障民主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

于1949年1月15日发出《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处理办法

的指示》。同年3月5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向各省、市、县政府发出

《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登记的命令》。j辽宁地区在各省

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中央钧指示和东北局的部署，从

1949年3月开始，相继开展了对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的登觅工作。

坚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广泛发动群众，促使国民党、三青团、特务

分子向公安机关登记。通过登记工作，查出了一大批混入内部的反

动党团、特务分子，不仅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提高了他们

的政治警惕性，而且也清理了内部，纯洁了组织。同。时还收缴了大

批武器弹药，减少了社会不安全因素。

为维护社会秩序，保卫人民民主政权，中共辽宁各省委根据中

共中央东北局对一贯道等封建会道门处理的指示，从1949年7月

到9月，在全地区开展了取缔反动封建会道门工作o=采取多种形

式，宣传开展取缔反动封建会道门’如意义，。彻底揭露反动封建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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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罪恶活动，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取缔反动封建会道门工作，

号召参与反动会道门’的分子主动坦白交代问题。通过取缔工作，基

本上摧毁了反动会道门组织，惩办了’首要分子，争取受骗道徒，教育

了人民群众，维护了社会治安秩序。

(二)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

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交，迅

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

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

阶段中，中共辽宁各省(市)委领导各级政法机关充分发挥专政机关

的职能，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有效地保卫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

空义改造的完成o‘ 。

’大力整顿社会治安秩序。建国初期，辽宁广大城乡遭到比争破

坏的国民经济，依然处于复苏状态。反革命势力虽然得到打击，但

还没有被肃清，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仍在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

动。!盗匪为患，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尚未彻底扭转。面对上述混乱

局面j中共辽宁各省(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组织和

领导全省政法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整顿城乡治安秩序，开展搜

捕和剿匪工作d同时，荡涤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明令取缔藏污

纳垢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妓院：烟馆、赌场。整顿后的城乡社会治

安秩序焕然一新，给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

境。 、』|‘．

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o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

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后，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错误地认为“三次世界



大战”、“反攻大陆”的机会已到，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策动暴

乱，杀害干部群众，阴谋爆炸铁路、桥梁，破坏工厂矿山等，妄图美蒋

卷土重来，，复辟芨。革命统治‘．o根据国’际国内!的斗争形势；电共中央

于1950年10：月10日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辽宁各

省(市)委根据中共^中央这一指示，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

边”的、倾向，全面贯彻党的“镇龌与宽大梅结合”的政策，全党动手、

群众动员，经过准备，从1950年12月起，在全省范日内大张旗鼓地

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集中扛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

分予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金省逮捕了一

，大批五个方面均反革命分子，依法杀掉r批、’关押一批、管制一批{)

由于各地严肃谨慎地贯彻执行≯党的。肃反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

法令，加强了调查研究和法律监督，及时防止和纠正了’锩捕、错判案

件，保证|_了案件质量，因此：：'这次镇反运动发一展是健康的，成动纸
经过镇反运动，不仅严厉地抒击了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而且也

深刻地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改造了某些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基层

政权，加强了．对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监督改造，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d

、一‘i开展肇三反V、弘五反"运动。中共辽宁各省(市)委领导各级党委

根据鬃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和决定，于1952年1月开始，先后在

党和国‘家榄关、厂矿～企业中、开展叮j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

义的“三弦’?运动0。同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全省资本主

义王商业者中群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

减料、及盗窃。国家‘经跻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运动的性利，有

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的侵傀鞘除了内部的一些倩败分子，教育和

挽救，了鬻批干部，纯洁了党的肌体lb“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



的进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地位，保卫和

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

．．

保卫抗美援朝运动，是建国初期我国生死攸关的大事o．’东北三

省尤以辽东、辽西和沈阳、安东等省、市担负着抗美援朝的重任。．‘这

期间，辽宁各级党委领导党政组织、公安保卫机关，紧密依靠广大人

民群众，在严厉打击各种敌对分子和犯罪分子的同时，采取切实有

力措施，加强了对全省军工生产、军运、重要军需物资仓库的安全保

卫及组织人民防空工作，从而有力，地保卫、了抗美援朝运动。

开展肃反运动。在中共辽宁省委盼领导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

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的指示，从1955年6月开始，在金，省机．

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内部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的斗争。通过肃反运动，查出了一大批敌人，比较彻底地肃清了1暗

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进一步巩霹了，犬

民民主专政。推动了生产建设和各项工作。同时，还清查了厂矿企

业中_大批长期积压的事故案件，解除了一批长期怀疑制造破坏事

故的好人的思想包袱，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有关人员的政治责任感：。

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经过“镇反”、#三反”、“五反冀和肃反运动，

全省城乡社会治安秩序日益稳定，但是刑，事犯罪活动在一些地索仍

较突出。全省政法机关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穴民内

部矛盾的论述，进、一步明确了“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卢大人7民群众的

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

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专。政”的思想，克服了‘打击不力的情

况，在各级党委的密切领导下，公裣法各部：门互相配合，协罚作战，

对刑事犯罪分子进行全面出击，拧击处理了一大‘批刑事犯罪吩≤子弋
!’⋯6



通过斗争，广+大人民群众维护治安的自觉性有了增强，社会、学校：

家庭对儿童的教育引起了重视，少年犯罪大为减少，城乡社会治安

秩序乱而复治o 、

二

加强警卫工作。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的

安全是政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o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

归国途中，辽宁各级党委、政府及公安机关动员组织大批党政干部

及政法公安干部认真做好警卫工作，粉碎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阴

谋，保卫了毛主席的安全。。五十年代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_些

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知名人士到辽宁视察和访问，中共辽宁省委领

导各级党委和政法公安机关，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加强警卫工作，从

而保证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宾、外、宾的绝对安全。

。 ‘．：、、．．。 (三)-一-
。 、‘‘· 、一，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

命”前夕的十年阔，中共辽宁省委领导全省政法机关加强对敌斗争，

抒击刑事犯罪，整顿社会治安，有力地保卫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

，．人民民主权利。

‘≯认真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加强了隐蔽战线的斗

争，‘把缺争的锋芒主要指向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派遣潜伏特务。对

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

序的坏分子，也给予．了坚决地打击。这期间，各项政法工作都取得

了明显的成绩，全省城乡社会秩序稳定。 。

但是，i957：年-，5+月井始的全党整风，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

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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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反击

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少数

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不幸

的后果o t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全省政法机关广大于’警为响应中央

和省委的号召，虽然发挥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政法工

作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的来说，它使辽宁!：政法工作遭受了

损失。主要是由于追求高指标，破案搞放卫星，出现了说假话，；弄虚

作假的浮夸风，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政法7队伍内部滋长

起急于求成，不愿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简孽化，强迫命令和

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使政法机关脱离，了群众，?削弱：了．战．斗为。，．’对

出现的这些问题，在党委的领导下，采取措施比较及时地做了纠正。

i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

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

严重；困难，给社会治安带来许多不安定因素，农村溅千上万的农民

携带家眷涌入城市，严重地影响了城市治安秩序和人民生活的安

定。针对这一情况，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委员会采取予·系

列有力措施，先后发出《关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工作的指示》、《关

于正确处理群众性偷窃哄抢粮食问题的指示》，批转公安厣、民政厅

党组《关于当前制止人扫自由流动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酶报告》等。

各地根据省委和省人委均指示，在大抓生活、，大抓教育；‘大抓政策，

大抓安全的基砒上，发动群众，全党动手，搞好治?懿雒挚铁路沿线

的治安秩序，保障运输安全；严格制-止人口。伊卣流动≯各市都有一

名领导负责，公安、民政、卫1生、粮食、商业、铁路1、交通等部门、联合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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