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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侦察人员在勘察现场。

刑侦技术人员在化验分析



交通警在值勤

消防营在出动



民警在进行射击训练。

公安局通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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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现代化建设

事业欣欣向荣，社会治安日趋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值此盛世，《进贤县

公安志》问世了。

《进贤县公安志》对迸贤县40年来的公安保卫工作作了较全面、客

观、真实的记载，为进贤县公安工作作到了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起着

“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对今后公安队伍的建设和公安工作的发展，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40年来，进贤县公安局全体干警在中共进贤县委、进贤县人民政

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具体指导下，遵循党在各个时期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实行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采取各种措施，做了

大量工作，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工作任务。

在进贤解放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公安机关充分发动和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清匪、反霸、肃特、镇反等各项斗争，稳定了

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

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公安机关依靠基层政权组织，继续深入发动

和依靠人民群众，运用行政管理、管制、取缔、改造等各种手段，清除了

社会上各种“污泥浊水”，严厉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活

动。特别是通过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和以后的各种专项

斗争和专项治理，进一步稳定了社会治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

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进贤县公安局建置以来，机构不断完善，队伍不断壮大，技术装备

不断进步，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职能作用，确保了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

顺利完成。但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治安将

会出现新的问题，历史赋予公安保卫部门的任务将更加繁重，这就要求

我们在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和研究新形势下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勇于探索，不断进取，为保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

更大的贡献。

吴 均

I 993年l 0月1日



凡例

凡 例

一、《进贤县公安志》的编写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按辩证唯

物主义观点记述，客观地反映进贤县40年来的公安工作。

二、本志依横排竖写的编志体例，采用“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纵横

结合，宏微兼顾"的原则记述。

三、本志大事记是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编写，依

时顺序和因果合记叙述。

四、本志详今略古，主要记述解放后全县公安保卫工作，因此取事

时间上限为县公安局建立之时，下限为1989年1 2月。只机构设置上溯

到明清时期。

五、本志以史立论，寓论于史，直陈史实，一般不加评论。

六、本志体裁以语体文为主，辅于图、表和照片。

七、本志纪年著录，照当代史志编著通例，采用公历制，阿拉伯数字

著录，涉及民国以前的，用中华历史纪年，以汉字著录，并择要地附注公

历纪年于后。

八、本志各种数字，除地名、序词、概然数词和引文外，均用数学数

字表示，以阿拉伯数字著录。

九、本志记述地名，以当时地名为准。行政区划、地名变更的，须要

时在括号内加注。

十、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本局档案室以及各科、室、所、队提

供资料，少数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县志以及部份老同志提供资料。



概述

概 述

进贤县位于江西省中部偏北，鄱阳湖南岸，抚河、信河下游。境内东

南丘陵起伏，西北湖港交错，浙赣铁路横贯东西。全县面积1971平方公

里，1989年全县l 29764户、612808人。县城民和镇距省会南昌市60公

里，地理位置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县内派系斗争

激烈，宗族械斗不息，政治情况复杂。
’

警察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各个历史时期，

机构名称有别，形同质异。明、清时期，县无专门警察机构，知县集行政、

司法于一身，只设典史一人。辛亥革命后，县设警务课，民国十五年

(1926年)成立公安局，后裁撤设警佐1人。国民党政府为加紧镇压人

民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成立警察局。

1949年5月16日，进贤县解放，18日成立了进贤县人民政府公安

．局。
7

县公安局成立后，深入农村，发动群众，配合人民解放军，开展剿

匪、清特斗争，清除了匪患，稳定了社会秩序。

1950年12月始，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

动，同时开展了反动党、团、特登记，取缔反动会道门、禁烟毒、禁赌博等

工作，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

1953年6月镇反运动基本结束，随着国家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公

安工作由保卫社会改革进入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新时

期，由同公开的阶级敌人作斗争，转入到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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