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四川省公安厅(局)历届领导人名录(1952～1990)





三、四川省司法厅历届领导人名录(1955～1959，1980～1985)



四、四川省公安烈士、英模名录











(一)公安篇

1．搜集资料人员：

曾中华 覃友权 李文婉 李德明 肖登辉 郑怀书

李龙生 李 浩 陶云龙 李国良 温芹藻 罗世明 杨春茂

2．编 辑：

张清林 杨本荣 商泽林 魏宗勉 韦清风 袁教裕

郑成熙 李传英 刘能淑 陈祥勇 谢大雅 刘代寿

3．总 纂：贺善铎 李眉铮 黄信波 张清林 杨本荣

4．审 定：贺善铎

(二)司法篇

1．搜集资料人员：

杨介辉 贾 勇 张嘉奎 谭立美 李志昂 刘兴存

李栓牢 卫 朝 代政和

2．撰 稿：

杨介辉 贾 勇 张嘉奎 谭立美 李志昂 刘兴存

李栓牢 卫朝 代政和

3．总纂：杨介辉

4．审定：郑文举

英文目录翻译：陈勇



一、《公安篇》编后记

本篇编修工作，从1988 年1月开

始，在公安厅党委、公安史资料征集研

究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各业务处和各

地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编辑

组全体修志人员8 年的辛勤劳动，终

于编纂成书。

本篇编修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首

先是由于得到了领导的关心和重视。

四川省第三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后，省

厅党组书记、厅长白尚武同志召集党

组会议研究决定，抽调10名干部，组

成编辑组，拨出专门经费和办公用房，

立即开始了四川省公安志的编修工

作。常务副厅长巫学德同志与编辑组

一起，研究拟定了征集资料提纲，并在

彭县主持召开了省公安志征集资料工

作会议，部署全省各级公安机关提供

史料的任务。陈孝材、牛平、杨秀明、徐

学元4 位常务副厅长先后主管修志工

作，对修志经费、干部福利等方面的问

题，都给予了及时合理的解决，保证了

修志工作的正常进行。

其次是靠一支基本稳定的修志力

量。编辑组始终保持在10 人以上，最

多达15 人，大都是在公安战线工作多

年离退休的处、科级干部，熟悉公安业

务，工作责任心强。他们热爱修志工

作，任劳任怨，辛勤笔耕，无私奉献。有

的同志身患重病，病未痊愈又投入了

工作。杨春茂、陈祥勇二同志为修志操

劳成疾，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先

后有11 人受到省厅年度嘉奖，副主编

黄信波、编辑杨本荣、魏宗勉被评为

“优秀党员”，主编贺善铎和编辑张清

林分别获得省政府、省志编委“修志先

进工作者”称号。编写全省性的公安专

业志书，在四川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

拓性工作，编写人员在实践中边学边

干，不断探索，钻研修志业务，努力提

高修志水平。从征集资料、整理专题、



编写长篇到撰写志稿，做到了反复修

改，精益求精，以保证志书质量。

第三是靠各方面的支持配合。省

志编委对公安厅的修志工作非常关心

和重视，主任总编曹希之、总编秦宜雅

为修志人员讲授修志知识，多次吸收

我们参加专业研讨会议；责任总编聂

运华还提前介入公安志稿的编写工

作，给予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本厅有关

业务处，抽出专人搜集整理建国以来

的公安史料，档案科的同志们积极支

持修志工作，编辑组需要的档案，随要

随提，热情主动。武警总队抽调三人参

加修志工作，并在经费方面给予了大

力支持。各市、地、州公安机关按时搜

集、报送了组织机构、领导干部变化和

大量的典型案例，为修志提供了丰富、

详实的史实依据。

第四是靠编辑组工作安排的紧凑

合理。整个修志工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学习修志知识的基础上，

拟定篇目，按照篇目分工，集中全力征

集资料。全体修志人员采取上下结合、

省内省外齐头并进的方法，较快地完

成了资料征集任务。先后到国家第一、

二档案馆、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图

书馆、解放军档案馆、武警总部、省社

会科学院、有关大专院校和本厅档案

科等数十个单位，共翻阅档案、文献、

图书3 万多卷(册)，手抄、复印警察、

公安史料4 万多页，搜集文字资料1 千

多万字。经过消化、整理，编写专题(长

篇)资料70 篇、50 余万字，编印了《四

川公安志资料》9 期，在公安内部广泛

征求意见，为编写公安志稿打下了坚

实的史料基础。第二阶段，修订篇目，

分章撰写初稿。修志人员以高度的责

任感，按照政治观点正确、体例科学合

理、史料详尽可靠、文字朴实简洁的质

量要求，进行试写。1993 年5月，在成

都市青白江召开了第一次审稿会。到

会的市地州公安局、处史志办的同志，

对部分章的初稿进行审议、评论，提出

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提供、更正了不

少重要史料，使修改各章初稿和总纂

工作，思想更加明确、坚定。第三阶段，

在完成各章的初稿撰写、评审和修改

后，开始了《四川省公安志》的总纂。为

确保志稿质量，由主编贺善铎、副主编

李眉铮、黄信波、编辑张清林、杨本荣

共5 人组成总纂班子，逐章审查，集体

讨论提出方案，由李眉铮一支笔统稿，

最后主编审定。总纂稿打印成册后，分

别报送厅党委、公安史资料征集领导

小组、省政法党委、省志总编室和公安

部审查。1995 年3月7 日，厅党委和领

导小组在成都召开了第二次审稿会

议，对送审稿认真进行了审查。编辑组

集中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对志

稿又进行了精心修改，并送请省志责

任总编聂运华同志作了全面审查修

改。1995 年7月厅党委和领导小组决

定，按省志编委要求，以《四川省志·

公安司法志·公安篇(送审稿)》，报送



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同时以《四川省

公安志》印发省内各级公安机关。

在征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承省

内外档案馆、图书馆及有关部门、各

市、地、州、县公安机关提供资料，得到

各级领导，特别是省志编委和公安战

线上的老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疏漏之处

在所难免，恳请提出批评指正。

编者

1995 年7月

二、《司法篇》编后记

在四川省司法厅党组领导下，本

篇编纂工作始于1984 年6 月，历时9

年。厅党组首先抽调办公室副主任杨

介辉和贾勇、张嘉奎等同志，系统全面

搜集整理建国后的资料。1986 年5月

5 日正式组成《四川省司法行政志》编

辑组，由杨介辉任组长(主编)，李栓牢

任副组长，聘请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

馆馆员廖铭吉为顾问。

为占有充分的历史资料，编者广

采博撷，先后6次至雅安四川档案馆，

得该馆工作人员邓世珍等同志大力支

持，及时提供大量资料。继又赴中国第

一(北京)、第二(南京)历史档案馆，四

川省图书馆特藏部，查阅历史档案和

资料。1984 年冬，杨介辉、贾勇、张嘉

奎在雅安档案馆时值隆冬，一路风寒，

挑灯夜读，摘抄史料；1987 年夏，卫

朝、贾勇、杨介辉冒酷暑，在南京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资料，为复印资料，

与工作人员巽语相求，始获结果；李栓

牢、代政和赴京鲁，查找清末民初史

料，从今溯古，不遑细考；谭立美、李志

昂、刘兴存勤奋劳动，有的带病工作，

从三十余年的两劳档案中，分类梳辫，

整理成材；等等。大家编著勤劳，寒暑

数载，共查阅历史档案1845 卷，书刊

报章资料300 余册，达7 千万言，积存

资料1500 万余字。寻找走访四川法学

界专家、学者、教授和建国前曾任司法

官、书记官、律师、公证人以及建国后

政法战线的老同志40 余人，记录“口

碑”资料磁带30 余盘。资料浩如烟海，

各编者从中凝炼概括，删削杂芜，纂言

钩玄，补苴罅漏，撰成初稿。由主编进

行总体构思，统揽全篇，对各章节曾进

行2～4 次删修，或订正修饰，或改写

补遗，或核查注释，数易其稿，又经顾

问逐章审查，以及征求四川省司法厅

新老领导、各部、处、室和市、地、州司

法局意见等，再次修改后，经省司法厅

长郑文举审定，厅党组最后审查上报

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

修志工作浩繁，平凡枯燥。但大家

以“千秋大业，不朽盛事”而待之，热心

敬业，专心致志，悉心编纂，备具艰辛，



成绩较著，曾受厅领导表扬，先后有李

栓牢、贾勇、代政和被评为省厅先进工

作者，主编杨介辉于1993 年5月21 日

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四川省地方

志编修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本志由于搜集到的资料尚不完

备，特别是建国前的不少情况，或档案

不全，欠缺系统；或史载简略，语焉不

详；或史册无载，本末难稽。尤以川康

合省前之西康省最为突出。故志中内

容缺于连贯，挂一漏万，偏颇片面之处

难免。更须说明的是，由于旧政府存在

严重的司法与立法脱节，其立法虽不

断完善，而执行却多悖谬，其史料记载

中又往往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加之编

者水平与力量有限，难免有未能全面

地反映其历史本来面目之简陋甚至舛

谬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志承蒙四川政法与法学界老同

志罗志敏、刘长健、宋廉元、冉启油、钟

锡 畴、杨建华、潘大逵副主席 (省政

协)、伍柳村教授、吴继先副教授、廖铭

吉、朱有道、唐建逵、罗世烈、陈鹏、董

品瑄、凌楚瑞、杨洪福、曾复伟、解静

宜、张光怡、高纯一、袁仲文、解育文、

杨旭照、谭宇山、潘久维、罗来国、李学

勤等鼎力相助，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史

料；省厅各处室领导积极支持，组织代

文龙、郭士其、梁光力、张宗伦、袁家

伟、张莲等同志为我们撰写了部分现

实资料；不少县、市司法局也送来志

稿，为我们提供了材料；湖北省司法厅

修志办主编桂斯斌、责任编辑刘卫平

等和武汉市司法局、山东省司法厅修

志办同志热情帮助，对我们指教不少；

特别是通江县司法局领导和彭贵基、

赵永刚同志还专为我们提供了川陕苏

维埃时期近万字的珍贵历史资料等

等，在此谨致谢意。

编者

1994 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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