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民初，盐业设立巡警机构，

缉私缉盗。国民政府统一四川后，由矿

山、盐场、林场自筹经费，设立警察所，

护卫安宁。抗日战争时期，省外企业事

业单位纷纷移川，国民党政权为强化

统治，在兵工厂、军需库所设立稽查组

(室)、警卫队，在民用大型、重要企事

业单位，设驻卫警察所或驻卫警察，担

负看门、巡逻、守护，防奸、防谍、防火、

防盗、侦缉异党，监控进步人士。1950

年后，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据政务院

1950 年3 月《关于国家财政经济部门

建立保卫工作的决定》，相继在公安机

关建立了经济文化保卫部门，在县级

以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逐步

建立健全公安保卫组织或设置专兼职

保卫干部，维护内部治安秩序，预防、

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的破

坏活动，开展同灾害事故斗争，确保重

点、要害部位和首长、外宾的安全。

第一节 保卫组织

一、公安机关经文保处、科

1950 年7 月后，原川东、川南、川

西、川北行政区和西康省、重庆市6 个

公安厅、局相继建立了经保处，主管工

矿、基建、交通财贸单位的安全保卫工

作。重庆市公安局成立机关保卫处，其

余省、区公安厅先后在政保或经保处

内设立机关保卫科，负责党政机关、文

化卫生部门和大中学校的安全保卫、

警卫工作。1952 年11 月四川省公安厅

成立后，设立经保处、文保处，分别主

管经济、文化安全保卫工作。1955～

1956 年经保处分为工矿、基建、交通、

财贸4 个处。其后数度分合，至1990 年

底，只设有经文保和军工两个处。

1951 年起，各市地州公安机关和

部分工业比较集中的县(市、区)公安

局，陆续建立了经文保机构。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文化建设

的快速发展，大多数县(市、区)公安机

关设立了经文保机构。1990 年全省

215 个县(市、区)公安局中有185 个设



立了经文保科。

二、企事业公安机构

50 年代初，有的军工企业，建立

了派驻基层的公安组织。由单位出编

制，出经费，列入公安警种，受本单位

和公安机关双重领导，维护本单位内

部和职工、家属生活区内的治安秩序，

保卫生产、科研事业安全。50 年代后

期，铁路、长航、民航等点多线长的大

中型企业，相继组建了公安处、公安

科，后来陆续编入了地方公安机关序

列。60 年代，二机部、七机部在川的第

九研究院与062 基地，先后建立了公

安局与公安分局。1981 年10月，林业

系统根据《森林法》“在重点林区设立

公安机构”的规定，陆续组建了公安

处、公安分局与公安科，1986 年分别

纳入地方公安机关序列。

1985 年3 月，省公安厅根据国务

院有关文件和省委、公安部的通知，下

发了组建企事业公安机构的《实施方

案》。此后，在地处偏远或城乡结合部，

社会治安情况复杂、地方公安机关管

不过来、内部组织又承担不了维护治

安任务的大型厂矿、国防工业基地和

性质特别重要的厂矿企事业以及重点

工程建设单位，依照规模大小与重要

程度，陆续组建了公安处、公安分局、

公安科等公安机构，与保卫处科实行

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企事业公安机

构，除没有收容审查、刑事拘留和批准

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权力外，

公安处、公安分局行使地方公安分局

的职权，公安科、派出所行使《地方公

安派出所组织条例》规定的职权。迄至

1990 年底，全省组建了企事业公安机

构621 个，其中有公安处7 个，公安分

处15 个，公安分局61 个，公安科358

个，公安派出所136 个，公安执勤室、

乘警队44 个。

三、基层保卫组织

1950 年8 月后，根据政务院的决

定，在国营县级以上财经单位建立了

保卫组织，1953 年8月公安部发出《关

于文化保卫工作的指示》后，在文化卫

生等单位陆续组建了保卫组织。保卫

组织是本单位的一个职能机构。在本

单位与公安机关领导下，按照《保卫处

科工作细则》规定的任务，保卫内部安

全。保卫组织的设置，依照单位规模大

小、任务繁简、重要程度，分别设立保

卫处、保卫科、保卫股和专职保卫干

部。保卫干部的数量，企事业单位一般

按职工总数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的比

例配备。1954 年，全省经文保系统建

有保卫组织227 个，保卫干部2424 人，

占职工总数千分之一点六。60、70 年

代，沿海工业内迁，四川作为三线建设

重点，厂矿企业增多，保卫组织迅速发

展。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文

化事业的发展，保卫组织又有很大增

加。1990 年，全省保卫组织达7164 个，



保卫干部30247 人，占职工人数千分

之四点四。

四、经济民警

1950 年8 月，各地根据公安部统

一部署，在未设武装部队守卫的重要

工厂、矿山、财经部门，陆续建立以连、

排、班(或大队、中队、小队)为建制的

经保守卫武装。据原川西公安厅1950

年底统计，全区建有中队3 个，分队12

个，兵力812 人。根据中央军委、政务

院1952 年6 月《关于财经企业警卫武

装领导问题的规定》，全省经保武装相

继改为“中国人民经济警察”，由建警

单位上报批准后自建自管自用，着统

一的经济民警服装，受本单位党政和

保卫部门直接领导，武器装备由公安

机关价拨，警卫业务、军事训练受公安

机关指导，担负本单位重要目标和重

要物资产品的守卫押运，维护内部安

全。1955 年底，全省有经济警察3000

人。1957 年后，经警组织历经了撤销、

重建、停滞、发展的曲折进程。1957 年

9 月，省公安厅根据第八次全国公安

会议精神，发出通知：除国防、冶金、燃

料等大型厂矿、基建工程和物资储备

仓库经过精减整顿保留外，其余的一

律撤销。1963 年经警组织开始恢复发

展。上半年内，全省经济民警增至4093

名。1965 年6 月，公安部报经国务院批

准撤销经警番号后，到1966 年6月，全

省165 个经警队全部撤销，4700 多名

队员一律转业。1981 年根据国务院批

准公安部等6 个部委《关于建立厂矿、

企业经济民警实施方案》，又重建经警

组织。至1982 年底，全省有57 个单位

组建了经济民警队，共有警力2778

人。1984 年12 月国务院批准保留经警

建制后，组建工作发展较快，至1990

年底，全省已批准组建经济民警队153

个。

第二节 安全防范

一、群众防范组织

四川解放初期，一部分工矿企业

陆续建立了安全委员会或安全小组，

作为防奸护厂的群众性组织。仅川北

地区1951 年统计，全区工矿企业中建

有安全委员会90 个，成员315 人，安全

小组447 个，组员2761 人。1952 年8

月，《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

颁布后，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陆

续组建成立了治保会或治安保卫小组

(统称治保组织)，在大的治保会内，还

组建了义务消防队。治保会成立后，结

合本单位、本部门的特点，平时进行

“四防”(防特、防盗、防火、防灾害事



故)教育，配合基层党政组织，监督改

造留在内部继续使用的地主、富农分

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年关节日开

展安全检查，巡逻守护，预防灾害事故

和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1961 年永川

地区煤、铁矿下马停办时，荣昌县公安

局组织治保积极分子140 多名分组执

勤巡逻，重点守护，并配合护矿委员会

对本矿职工和矿区周围群众开展保护

国家财产教育，对反坏分子和治安危

险分子加强监督控制。在群众的大力

支持配合下，保障了停产压缩中的良

好秩序。1962 年6 月，国务院转发了

《四川省荣昌县保卫停办厂矿物资的

经验》，对推动做好停产压缩保卫工

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期

间，治保组织解体，粉碎“四人帮”后，

陆续恢复重建。西南农学院治保会重

建后，以其顽强勇敢的斗争精神，被师

生和周围居民誉为“群众喜爱、坏人惧

怕”的治保会。成都人民商场、重庆望

江机器厂、自贡邓关和大安盐厂的治

保人员，1977 年在执勤巡逻中抓获流

窜犯和其他犯罪分子722 名，协助公

安保卫部门破获刑事案件96 件。重庆

市基本建设单位的治保会，1983 年共

预防刑事案件189 件，治安案件4012

件，火灾149 起，治安灾害事故81 起，

并协助保卫部门查破刑事案件368

件，查处治安案件1158 件，抓获违法

犯罪分子1200 多名。治保组织以其

“四防”工作的优异成绩，受到本单位

和当地党政机关与上级公安部门表

彰。1990 年，全省机关、团体、企事业

单位有治保组织15000 多个，治保成

员12 万多人。

50 年代初，在没有设武装守卫的

大中型企业，相继建立了护厂队或工

人纠查队，担负门卫看守，保护重点目

标，巡逻检查，防奸、防盗、防治安灾害

事故。1957 年后，一批国防厂矿和重

要企业，在经济民警撤销后，分别成立

了护厂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相继解

体。1979 年，根据全国五大城市治安

座谈会议精神，一部分大型企事业单

位陆续组建护厂、护校队。至1981 年，

成都、重庆两市已在34 所大中专院校

组建了护校队，当年，他们在维护校园

治安中，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535

名。根据公安部、教育部1983 年8 月

《关于在高等院校建立校卫队若干问

题的通知》和省公安厅、省高教局的贯

彻意见，护校队改革组建为高等院校

校卫队。依照学校规模大小和治安状

况等实际需要，由学校自行确定人员

编制和负责经费、装备与后勤供应，业

务上受本单位保卫部门领导。至1986

年，已在36 所高等院校建立了校卫

队，共有队员850名。1987 年，成都市

东城区公安分局根据市政府加强《厂

矿、企事业、机关、学校治安防范工作

的若干规定》，在管辖的经文保单位建

立了护厂队87 个，队员927名。培训上

岗后的15 个月内，即抓获违法犯罪分



子419 名，协助公安保卫部门查破刑

事案件152 件，治安案件175 件，追回

脏物折款31 万多元；还在门卫守护

中，查获职工动用机动车辆偷运公物

出厂127 人次，拿摸公物3000 多人次，

共折款18 万多元；堵截外部人员企图

混入厂内作案105 人次。1988 年，全分

局所管的经文保单位，未发生治安灾

害事故，75 % 以上的单位没有发生刑

事案件。护厂护校队迅速在省内发展。

1990 年，全省工厂、企业、财贸单位已

有护厂护店队4399 个，队员45355 人，

校卫队611 个，队员5352 名。

60 年代，地处农村和城乡结合部

的一些大中型企事业，为了维护内部

治安秩序，开始同周围公社、大队建立

联防协作片，定期举行会议，交流治安

信息，共同采取防范措施，保障片区安

全。1969 年春，兵器工业部陵川机器

厂，同周围区、社组成了“厂社联防领

导小组”，开展治安联防，5 年中厂内

没有发生反革命案件和重大刑事案

件。1973 年4月，渡口市公安局针对烂

泥田地区企业集中，治安问题突出，成

立了“烂泥田地区治安联防小组”。从

企业和派出所抽调20 多名干警，分组

划片包干整治，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刑

事案件发生率下降50 % ，破案率提高

60 % ，治安面貌改观。1979 年，中共中

央关于保护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下发

后，地处农村的大中型企事业，普遍推

行了厂社校社治安联防，在当地公安

机关的组织指导下，成立了“治安联防

委员会”或“治安联防小组”，依靠社队

和民兵治保组织，宣传发动农民、居民

与职工，遵纪守法，互不侵犯对方利

益，团结一致同坏人坏事斗争，保护公

私财物，保卫一方平安。涪陵地区南川

县，从1980年春开始，128 家企事业分

片组成了“厂社联防委员会”19 个，在

每个联防委员会下，设立办公室，并抽

调办事人员124 名，具体实施联防规

章制度。通过近3年的艰苦努力，联防

片区与前3 年比较，刑事案件发案数

下降60 %，破案率提高57 % ；治安案件

与各类事故发生率下降50 % ，查处率

提高20 %；厂社之间纠纷下降69 % ，调

解率提高58．8 %。通过积累总结经验，

厂社(乡)治安联防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和完善，对维护片区内的治安秩序，促

进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内部单位针对

一些青年职工、学生因受“文化大革

命”的影响，违法犯罪比较突出的情

况，相继建立帮教小组，进行帮助教育

挽救。帮教小组在本单位党政组织的

领导下，采取治标与治本结合，内部与

外部结合，立足于“拉”，重在于“帮”，

着眼于“变”，承包改造。1977 年初，重

庆市装卸运输公司、肉类联合加工厂

等6个单位，在公安机关帮助下，党政

领导动手，在摸清违法青年底数，逐个

分析原因的基础上，由科室、车间、班

组固定职工，组成帮教小组，因人施



教。经过一年多的疏导教育，247 名违

法青年工人中，有明显转变的200 人，

占81．5 % ，其中有9 人被批准加入了

共青团，26 人被任命为班组长，36 人

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79 年以后，机

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根据中央城市治

安会议和省委《关于继续整顿社会治

安的意见》的精神，相继组成了帮教小

组，开展对违法青年职工、学生的帮助

教育工作。据1986 年统计，全省内部

单位共列出有违法犯罪行为的职工

24986 名，组织帮教小组11034 个，帮

教力量29123 名，经过帮教，停止违法

犯罪活动、转变好的17490 名，转好率

70 % 。1990 年共列出需要帮教的违法

职工16555 名，较1986 年减少33．7 % ，

通过帮教，停止违法活动的5713 名，

占34．5 % 。

70 年代以后，机关、团体、企事业

单位中因各种纠纷，引起矛盾激化酿

成重大恶性案件增多的情况，依靠基

层群众组织和治安积极分子，普遍加

强了教育疏导工作。首先注意掌握信

息，一旦发现苗头，立即教育疏导，求

得缓解。第二，对形成矛盾中确实存在

的实际具体问题，认真查明，妥善处

理，解开疙瘩。第三，对短期难以说服

而又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人员，在疏

导教育的同时，依靠群众密切观察掌

握动态，不使其制造大的事端。据1983

年统计，全省经文保单位共预防制止

因各种纠纷而使矛盾加剧的各类案件

310 件。

二、安全防范制度

50 年代初，随着经济文化保卫工

作的建立，公安保卫部门会同行政、生

产、技安等部门，经过职工充分酝酿讨

论，陆续建立了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如

门卫、值班、会客、留宿制度；机密文

件、图纸、资料的保卫保密制度；精密

仪器、贵重设备的安全操作和维修保

养制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与枪支

弹药的存放使用制度；物资仓库、现金

票证的安全管理制度和要害部位的参

观实习制度等，并根据实践和发展变

化情况，不断进行补充、修订，或按需

要建立新的制度。70 年代后期，内部

治安问题突出，不安全因素大量涌现，

为了防范工作需要，在完善原有安全

管理制度的同时，结合企业整顿，相继

建立了岗位安全保卫责任制、治安法

人代表负责制、要害部位六好达标制

等，把治安防范工作纳入岗位责任制、

经济责任制之中，纳入两个文明建设

之中，层层签订治安保卫责任书或治

安承包合同。1981 年5月，重庆市人民

政府颁发了《重庆市机关、企业、事业

单位治安防范暂行条例》，把防范工作

列入机关、企事业的行政管理，从单位

领导职责、防范工作主要措施到职工

的奖励惩罚，均作了明确规定。到1986

年，全市经济文化单位普遍建立了各

种形式的治安防范责任制。各类案件



下降，内部治安秩序好转。1986 年底，

全省已有12 个市地州和79 个县，由

市、州政府、行政公署和县(市)政府相

继颁布了本地区的内部治安防范条例

法规。1988 年5月，四川省公安厅与省

保险公司决定，由两家组成领导小组，

开展“创建治安安全单位”的活动，运

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保障治安责

任制度的落实。把治安责任制的基本

内容要求，分解、量化(刑事、治安案件

的发案与查破率，治安灾害事故的发

生与查处率，职工违法犯罪率与违法

青年改好率等)，采用记分制的办法，

进行监督检查、考核、评比，奖惩逗硬，

促使治安责任制落到实处。

1988 年1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发

布了《四川省企业治安保卫工作若干

规定》，把治安保卫工作纳入企业生产

经营管理范围，实行“谁主管，谁负

责”，统筹安排，狠抓落实，严格奖惩。

内部安全防范工作走上了依法治理的

轨道。

迄至1990 年，全省经济文化保卫

系统，建立了各种形式治安保卫责任

制的单位已有15591 个，占列管单位

的66．5 % ；开展“创安”活动的单位

9638 个，占41．1 % 。经各地年终检查

考核，治安责任制措施落实，奖惩逗

硬，效果显著的7210 个，占46．2 % ；措

施比较落实有一定成效的7040 个，占

45．1 %；措施不力、奖惩不兑现、效果

差的1341 个，占8．6 % 。全年，全省经

文保单位刑事案件发生数，比1989 年

上升0．65，其中重大特大案 件下 降

4．49 % ；治安案件下降1．2 % 。案件上

升势头得到控制，内部治安秩序保持

了稳定。

三、预防治安灾害事故

50 年代，内部单位依照公安机关

的规定和治保组织条列的有关精神，

订立了预防灾害事故的制度或细则，

依靠基层党政组织和治保组织的活

动，通过节日、年关前的安全检查，发

现漏洞，整改隐患，预防灾害事故。

1952 年1～10 月，全省国营企业统计，

发生治安灾害事故202 起，死7 人，伤

132 人；1953 年统计，全年发生1018

起，死77 人，伤185 人，直接损失折合

旧(人民)币18．74 亿元。所发生的灾

害事故，主要是矿山冒顶垮塌及火药、

瓦斯爆炸引起。50 年代后期，随着经

济文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火灾、爆

炸、中毒等事故增多，特别是1958 年

“大跃进”开始后，新职工猛增，缺乏安

全生产知识；土法上马，防范设施简

陋；加之偏重生产、忽视安全的现象比

较普遍，治安灾害事故突出。全年内部

单位共发生治安灾害事故2754 起，职

工死亡1912 人，伤3874 人。

1958 年6 月，第九次全国公安会

议后，公安机关把同治安灾害事故的

斗争作为内保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

列入重要日程，各级政府成立了以劳



动、公安为主的“安全五人小组”，具体

组织、部署、检查、指导预防工作，查处

重大事故。在企业内部建立了技安监

理和专职消防队或义务消防队和其它

群众性安全组织，贯彻落实各项防范

措施。运用会议、广播、厂报、墙报、展

览等多种形式，向职工广泛进行安全

知识和遵守安全规章制度教育，动员

他们“议危害、揭问题、找原因、提措

施、堵漏洞”。形成了“防止事故，人人

有责”的群防群治局面。并根据各个单

位和不同工种性质、特点与防范中的

薄弱坏节，新建和修订各项安全规章

管理制度，把责任落实到人，发现重大

问题，认真查明，并追究有关人员责

任。1959 年省公安厅组织工作组，由

领导带队分别下到成都、重庆、德阳、

绵阳等市地及铁路沿线的工矿、基建、

交通、财贸单位进行安全大检查；1960

年全省抽调公安保卫干部4591 人，深

入生产第一线，参加生产保卫生产，开

展经常性安全检查。经过三年多的努

力，内部单位治安灾害事故逐渐减少。

1962 年发生治安灾害事故1464 起，死

708 人，伤1647 人，与1958 年比较，次

数下降46．1 % ，死亡人数下降62．6 % ，

受伤人数下降58．9 %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内部单位安全防范被搞乱，治

安灾害事故增多。1973 年统计，发生

1962 起，死612 人，伤2183 人，经济损

失达1200 万元。1975 年随着公安保卫

工作的逐步恢复，加强了预防，治安灾

害事故有所下降。1976 年发生952 起，

死660 人，伤1234 人，经济损失33．47

万元，与1973 年比较，发生次数下降

51．4 % ，死亡上升0．79 % ，伤人下降

43．4 % ，经济损失下降97．2 % 。

1977 年，生产建设中再次出现了

忽视安全的偏向，治安灾害事故又一

次大幅度上升。全年，内部单位共发生

治安灾害事故2330 起，死723 人，伤

2149 人，经济损失106．2 万元。根据公

安部和省公安厅的布置，各地迅速恢

复建立安全防范组织，开展安全宣传、

检查活动，制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仅

渡口市公安局在年内先后组织405 个

检查团(组)，深入到企业，大力开展宣

传，使30 多万职工受到了安全生产教

育，查出不安全因素5488 起，及时整

改4040 起。1978 年他们又采取边检

查、边整改、边建设的措施，一抓到底，

一年内共预防各类灾害事故999 起。

1980 年根据省政府的部署，全省共组

织职工、技术人员和公安保卫干部3

万多人，先后共检查了11000 多个单

位，查出事故隐患20．06 万起，整改

14．3 万起。1981 年，全省企业单位发

生治安灾害事故1358 起，死644 人，伤

1163 人，经济损失190 万元，与1977

年比较，发生次数下降41．7 % ，死人下

降10．6 % ，伤人下降45．9 % 。

1982 年后，把同治安灾害事故的

斗争纳入内部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保

卫责任制，实行“谁主管，谁负责”，依



法进行管理。公安保卫部门加强检查、

指导、监督，并通过发重大隐患整改通

知书、追查重大事故有关人员的责任

等，促使预防措施落实。同时陆续装配

了各种信号的报警装置和自动消灭、

排险装置。伴随着职工安全生产知识

与文化素质的提高，生产、科研设备的

更新，治安灾害事故发生的起数与造

成的损失大幅度下降。至1990 年，内

部治安灾害事故仍保持了下降的势

头。

第三节 要害保卫

一、审定要害部位、人员

1950 年按照公安部《关于加强要

害部门护卫的指示》，各级公安机关始

终把对国家安危和国计民生具有重大

影响、一旦发生问题就会造成人民生

命财产和重大经济损失的要害单位和

部位，作为经济文化保卫工作的重点，

开展了党政首脑机关、广播电台、博物

馆、大型物资仓库、重要金库、重要科

研单位等要害保卫工作。1953 年省公

安厅又确定把15 家国防、化工企业列

为全省要害保护单位，各市地州也确

定了各自管辖的要害保卫单位。为在

一个单位内准确地划定要害部位，

1955 年初，省公安厅与成都市公安局

联合组织工作组，进行调查研究和试

点，推动了要害部位保卫工作的开展。

据成都市属经文保单位1963 年统计，

经审定划为要害部位的有1279 个。要

害部位随着生产发展、机构变动、保密

时效和工艺技术更新等情况变化，及

时调整或重新划定。1965 年，重庆497

厂通过复查，确定关键设备、精密仪

器、零部件部位52 个和127 道关键工

序作为要害管理，以保证战备生产的

顺利进行。8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

放、经济建设的发展，本着“预防为主，

确保重点”的方针，普遍对要害部位再

次进行了复查。

四川解放初期，一些要害部门，人

员政治情况复杂。有的内外勾结进行

反革命组织活动，有的制造破坏事故，

有的搜集输送情报等等。从1953 年夏

季开始，逐步开展了对要害人员的审

查清理。邮电系统至1954 年底，在126

个市地县邮电局对3025 名要害人员

的审查结果，清出不合格人员以及制

造破坏事故分子774 名，分别作了调

离、清洗等处理。1958 年“大跃进”中，

内部职工剧增，一些不合格人员进入

了要害部位，不安全的情况比较突出。

1959～1960 年，成都、万县等12 个市

和专区，先后查出不宜继续留在要害

部门工作的有9454名。80 年代以来，



保卫部门配合人事、劳动部门，对新调

入要害部位人员的政治素质、道德品

质、业务技能等全面了解审查，坚持先

审后用，对新进人员先培训后上岗，把

好用人关。并坚持考核制度，发现不合

格人员，及时调离。

二、守护要害

四川解放初，首脑要害机关、广播

电台、军工企业、战备公路大桥和其它

特别重要的部位，均由部队警戒守卫。

其它重要工厂、矿山和大型物资仓库

等财经部门，由经保武装守卫。1953

年，守卫财经部门的经保武装人员

2881 名，1954 年后一律改为经济警察

守卫。1966 年5 月经济警察撤销后，军

工尖端企业、国防科研单位、战略物资

储备库、万吨以上火药库、油库、10 万

吨以上棉花库、大型剧毒、放射性危险

品仓库、国家与省级重要金库、物资

库、战备电台、重要收发讯台、试飞机

场、30 万千瓦以上发电站等要害单

位，一律由军队派武装守卫。一般军工

企业和重要民用企业由本单位民兵巡

逻守护。1969 年7月，贯彻上级命令，

一批原由军队守卫的单位和部位，改

由组织本单位民兵和选调农村民兵持

枪守护。1981 年，经济警察恢复筹建，

原由民兵守护的要害单位，仍逐步改

由经济警察守卫。

50、60 年代，单位内部的要害部

位，主要通过治保组织和要害部位人

员，认真执行要害保卫制度。“文化大

革命”中，少数关键要害部位由民兵或

确定专人看守。70 年代后期，在重大

事件和年关节日，均由单位定人日夜

轮班驻守。8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治安

出现的新形势，普遍由要害部门定人

长期轮流值班守护。1983 年成都市属

经保单位统计，要害部位每天日夜值

班守护的有4900 多人，值勤巡逻护卫

的2700 多人。全年在值班巡逻中，共

抓获违法犯罪分子533 名，发现和查

出各类不安全因素1300 多起，其中重

大隐患644 起。80 年代后期，成都、重

庆、攀枝花等地的一些要害单位，相继

成立了要害保卫领导小组或建立要害

保卫责任区，落实守护和其它防范措

施。四川省人民银行把库房、机要、档

案、门卫等划分为若干责任区，实行岗

位责任制，由处室领导负责，严格守

卫、押运等管理，推动了金融系统安全

守护措施的认真落实。1989 年全省金

融单位发生重特大案件44 起，较1988

年下降了24 % 。1989 年春夏之交动乱

期间，公安保卫部门与各单位，都组织

职工干警严密守护要害。四川化工总

厂，鉴于生产过程中具有高温、高压、

易燃易爆和有毒害气体多，又地处城

市远郊，治安情况复杂的特点，1990

年在厂要害管理领导小组领导下，建

立三道防线进行守护。全厂的7 道大

门，配备76 人昼夜看守，派出36 名巡

逻护厂队员，围绕要害部位重点巡视；



在关键要害部位组织31 人，每天值班

驻守。当年，该厂要害部位没有发生事

故和案件。全省文物单位，由于认真落

实了防范守护措施，1990 年省内馆藏

文物未发生案件，受到国家文物局和

省政府的表彰。

经济文化保卫单位经常有一些短

期重要任务，关系国家人民的重大利

益，必须加强专门守护，保证绝对安

全。从1984 年1月至1990 年7月，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先后发射8 颗通讯卫

星，遵照周总理生前制定的“严肃认

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

方针，每次发射期间，公安机关都依照

保卫方案，派出干警检查守护，并由武

警部队选派足够警力，担任发射现场

的巡逻守卡，有关的公安、人武部门，

组织民兵守护通讯线路，各有关部门

都对要害部位精心检查守卫，保障了8

颗卫星发射工作的绝对安全。对大量

易燃易爆物品、金银、现钞、枪枝、弹药

和尖端科研产品等的出厂、调拨的长

途运输，公安保卫部门均派出相应力

量护送守卫。1990 年，据成都、重庆、

绵阳、南充、遂宁、内江6 市统计，共派

出经济民警5325 人次，守护押运枪

枝、雷管、炸药、现钞等物，均圆满完成

了任务。

三、技术防范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各地在要

害部门逐步开展了技术防范工作。

1979 年金堂县供销系统，在集中存放

现金、重要物资的部位，安装了电子开

关报警器70 台。1980 年重庆市军工企

业、银行、文物等部门在金库、文物库

和保管现金、票证及重要物资的部位，

陆续安装了各种型号的报警装置，至

1985 年，全市要害部位安装了报警器

1377 台(套)。全省金融系统到1986 年

安装了防盗防火报警器1200 台。1988

年3 月、8 月和1989 年1 月，省公安厅

先后在什邡县和成都市召开会议，传

达贯彻公安部二局西安技术防范工作

会议精神，检查落实情况，表彰先进单

位、先进个人，进一步推动了技术防范

工作。至1990 年底，全省80 % 的重点

要害部位，已安装各类报警装置6．7

万台。技防设施建立后，通过严格值班

管理，使技防与人防有机结合，预防效

果显著。重庆长安机器厂1979 年发案

16 件，1980 年要害部门安装报警器

后，只发生盗窃案2 件，并在现场抓获

犯罪分子7 名。能源部成都勘测设计

院办公楼安装报警器后，1988 年11 月

16 日凌晨，罪犯黄桂林窜入作案，刚

踏入控制区，报警器立即报警，值班员

闻讯到现场，呼唤职工将其抓获。经审

查，黄桂林是刑满释放后继续流窜作

案19 次、盗窃现金财物总值近7 万元

的惯犯。全省内保单位通过报警装置

报警，1988 年预防案件、事故317 起，

1990 年惊跑犯罪分子808 人(次)，现

场抓获169 人。



四、查处破坏事故

50 年代，混入内部的反革命分

子，利用当时制度不健全，预防工作薄

弱，不断制造各种破坏事故，或破坏贵

重机器、设备和产品，或在施工设计、

组装实验和原材料配方中制造故障隐

患，或制造医疗事故，致死人命；或盗

窃机密，出卖情报，等等。1953 年1～8

月全省厂矿、财贸企业统计，发生反革

命破坏与破坏嫌疑事故88 件；1954、

1955 两年内，全省内部单位发生反革

命破坏与破坏嫌疑事故819 件。西充

县医院代理院长、国民党中校军医祝

康宁等三人，沆瀣一气，在做产妇手术

前不测量盆骨，不检查胎位，只用手抹

几下就用产钩拉，常由三人轮换去拉，

甚至产钩被拉伸。1953～1955 年，先

后造成恶性医疗事故23 件，死产妇15

人，残废11 人。永川县临江粮库护库

员、地主分子黄通友，因贪污，“三反”

中受到批判怀恨在心，1955 年5 月8

日深夜，在三处纵火烧毁粮库5 座，并

在群众奋起救火时施放氯化钴，使8

人中毒，又开枪打伤仓库长后自杀死

亡。公安保卫部门依照第三次全国经

保工作会议精神，对发生的破坏事故

和破坏嫌疑事故，本着“严肃与认真”

的原则，依靠职工和技术人员，认真进

行了查处。1955 年共查清破坏事故

183 件，占当年发生数的69．3 % 。工

矿、基建单位查清历年破坏事故164

件，逮捕犯罪分子103 名。交通系统查

清的11 件破坏事故，属反革命破坏的

6 件，属个人泄愤报复、陷害他人的5

件。

1955 年12 月中共四川省委批转

了省公安厅《关于开展反对破坏事故

斗争的意见》，动员全体职工积极投入

反破坏事故斗争。1956 年7月第四次

全省经保工作会议后，各级公安、保卫

部门把反破坏事故斗争作为经保工作

的根本任务，以“积极预防为主”，大力

开展了防范工作。各单位建立“安全委

员会”制定和落实防范措施，依靠治保

人员和职工积极分子，广泛开展宣传，

教育群众，人人防事故，处处注意安

全。1956 年全省工矿基建单位发生破

坏和破坏嫌疑事故198 件，较1955 年

361 件下降45．1 % ，有66 个大中型企

业未发生破坏与破坏嫌疑事故。据工

矿单位统计，当年破坏事故直接造成

的经济损失，由1955 年的34．47 万元

降至2．82 万元。

“大跃进”中，由于热衷于“大干快

上”，忽视安全生产，事故增多。在

“左”的影响下，把一些责任事故、技术

事故，错定为破坏事故，也增多了破坏

事故的数量。据全省工矿、基建单位统

计的破坏与破坏嫌疑事故，1958 年

969 起，1959 年652 起，1960 年1114

起。经过大力开展安全运动，认真进行

查处，同时严格区分事故性质，破坏事

故减少。1961 年全省工矿、基建、交



通、财贸单位统计，发生破坏与破坏嫌

疑事故239 起，较前三年显著下降。

1961 年下半年开始，各地对1958 年以

来处理的破坏事故全面进行复查，对

定错性质错误处理了的坚决进行了纠

正。据重庆公安局派出工作组在6 个

试点单位对57 起破坏事故复查的结

果，把责任、技术事故错定为破坏事故

的27 起，占47．4 % 。自贡市公安局对

申诉的64 起破坏事故复查结果，错定

26 起，占40．7 % 。1962 年后，破坏事故

明显减少。“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一

些重大破坏事故。1974 年4月12 日，

泸州化工厂三车间青工陈泮林，因盗

窃被责令写检查，凌晨3 时潜入车间

值班室，杀死杀伤值班员各一人后，引

燃火药爆炸，造成6 人死亡，54 人受

伤，摧毁和严重损坏房屋57 幢，生产

设备547 台，仪器仪表42 台，直接经济

损失583 万元。罪犯陈泮林也同时被

炸死。

80 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新形势

下，内部单位普遍推行了岗位安全保

卫责任制，加强了要害部位的安全防

范工作，破坏事故大大减少。1981～

1990 年全省经济文化单位共发生破

坏和破坏嫌疑事故127 起，每年平均

发 生12 件 左 右，查 清104 件，占

83．4 % 。作案原因有的是因贪污盗窃，

为掩盖罪行，制造事故，破坏现场，毁

灭罪证；大多是因个人欲望得不到满

足，心怀不满，而发泄报复，进行破坏。

省化工厅基建处工程师彭玉璋，因贪

污公款2 万多元，1982 年5月23 日，纵

火烧毁基建处办公室，使所藏的全部

帐目单据化为灰烬。渡口市交通局汽

车修理厂工人陈正龙，因盗窃、打人等

行为多次受到厂领导和派出所干警的

批评，不思悔改，反而怀恨在心，于

1982 年12 月10 日潜入炸药库房，用

导火线、雷管引爆，当场炸死10 人，炸

伤15 人，厂办公楼被炸毁，邻近单位

的90 幢房屋及一些车辆、物资也遭到

不同程度的损坏。重庆轴承厂一车间

工人苏邦材，仅因车间用集体奖金组

织旅游，而他要请人代替顶其份额前

去，未获同意，于1984 年7 月6 日凌

晨，趁无人之机，将厂内三台主力冲床

的动力线破坏，造成停产检修。

第四节 重点工程建设保卫

四川是国家建设的重点地区，重

点工程建设保卫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省公安厅和市、地、县公安局(处)依照

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部门指示，先后

抽调大批干部下到工区，组建工程公

安保卫机构，贯彻落实保卫措施。“一



·五”“二·五”计划期间，省公安厅主

要抓了成都市东郊重点工程施工现场

保卫；并从各地抽调公安干部30 多人

组建了“德阳建委公安处”，具体负责

工业区保卫工作。国家“三线建设”开

始选调公安干部100 多人，分赴泸州、

渡口，保卫泸州天燃气化工厂和攀枝

花钢铁基地等三线建设工程。1965 年

4月召开了成、渝、自贡、绵阳、宜宾等

3 市7 专区公安局处长会议，传达贯彻

公安部重点建设保卫工作座谈会精

神。会后，省公安厅和重庆市公安局成

立了“三线建设保卫办公室”，成都、自

贡市公安局固定了专门力量，负责内

迁、新建、扩建工程保卫机构的组建和

施工现场保卫。至1972 年，内迁、新建

的重点工程，普遍建立了保卫处科。

1973 年，省公安局成立了“成套引进

保卫领导小组”，领导组织成套设备引

进保卫；重庆、成都、宜宾等市地公安

机关会同工程指挥部、铁路、长航、交

通及沿线有关公安保卫部门，精心组

织设备运输保卫和施工现场保卫。

1973～1982 年，先后完成了四川维尼

纶厂、四川化工厂等15 套大型成套设

备的运输保卫任务。1985 年初，国家

经委、公安部《关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施工现场安全保卫工作的八项基本要

求》下达后，省公安厅在攀枝花钢铁公

司召开了全省重点建设保卫工作会

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八项基本要求，进

一步加强领导，加强施工现场保卫机

构建设，严格治安管理，切实保住要

害，保证外国专家、技术人员安全。

第五节 警 卫

1950～1990 年，四川省公安机关

执行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外宾及重

要会议警卫任务4424 次，保证了警卫

对象在川活动的安全。

一、首长警卫 1950～1990 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四川视察工作732

批(次)，其中：毛泽东主席1 次，刘少

奇1 次，周恩来4 次，朱德3 次，邓小平

8 次，彭真、陈毅、贺龙、董必武、聂荣

臻、李富春、叶剑英、王震、杨尚昆、李

先念、华国锋、万里、胡耀邦、赵紫阳、

李鹏、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等也多

次来四川。党和国家领导人每次来四

川期间的警卫工作，都是中共四川省

委直接领导，公安同铁路、民航、长航

接待等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精心安排

落实路线、住地和参观、视察现场的安

全保卫，保证了绝对安全，万无一失。

县以上领导干部，建国初，沿用战

争年代做法，实行警卫员制度。1956

年，省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撤销

了各级领导干部随身警卫，其保卫工



作由所在单位保卫部门负责。省委书

记、省长外出工作由公安机关临时派

警卫人员护卫。

二、外宾警卫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90

年，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兄弟党

领导人来四川访问的有：美国副总统

布什、德国总理科尔、澳大利亚总理霍

克，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朝鲜劳动党中

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柬埔寨元首

西哈努克亲王，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莫

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肯尼亚总统莫伊

等，来四川访问的外国党政代表团有

200 多个，来川的重要外宾和各国代

表团涉及53 个国家和地区。公安警卫

部门同外事、接待等部门密切配合，依

靠人民群众，创造了良好的治安环境

和交通秩序，外宾所到之处秩序井然，

保证了安全。

三、重要会议及大型活动警卫

新中国建立后，省历届人代会、党

代会，1958 年中共中央成都会议，政

协会和省委、省政府召开重要会议，大

型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国庆”、“五

一”节等重大庆祝活动等，公安警卫部

门组织专门班子，在会场和代表住地

及参观路线、场所加强保卫，维护治

安、整顿交通，保证了与会首长、代表、

中外来宾和群众集会的安全。

四、省级党政首脑机关的警卫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警卫部门根

据中央批准的警卫界限，对省级党政

首脑机关住地部署安全警卫工作，派

驻武警部队。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

的变化、发展，公安警卫部门同省委、

省政府保卫部门及担负警卫任务的部

队一起，不断改进、加强、调整、完善安

全警卫措施，妥善解决、处理了各种危

及安全的问题，保证了省级党政首脑

机关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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