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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一书，是公安部党委为缅怀罗瑞卿同志创建、发展新中国
公安工作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罗瑞卿同志优良的思想和作风而决定编写的。
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陶驷驹部长给予了巨大的关心并多次给予具体指示。
原部长王芳、副部长俞雷、部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罗锋先后代表部党委组织领导了这项工作。
安全部原副部长胡绍普代表安全部参与领导工作。
公安部党委还聘请了刘复之（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凌云（原安全部部长）、李广祥（原公安
部副部长）和王仲方（原中国法学会会长）四位领导同志为编写此书的顾问。
这　　四位领导同志曾经是罗瑞卿部长的部属，也是为捍卫年轻的人民民主政权而与罗瑞卿同志共同
战斗了近10个春秋的亲密战友。
他们对罗瑞卿同志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对罗瑞卿同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有深刻的了解，
对罗瑞卿同志作为公安部长任内的辉煌业绩，不仅耳闻目睹，　　而且许多工作都是亲身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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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罗瑞卿作为一位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清楚：群众运动必须要有党的领
导，而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
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来，才能保证镇反运动健康地、顺
利地发展。
所以，全党动员、群众动员、依靠群众搞镇压反革命斗争，首先要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原原本本
地告诉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
　　镇反运动一开始，罗瑞卿就大抓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动员工作，他要求公安机关要当好宣传员，处
处去讲反对反革命。
把反革命搞得“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他为了把教育宣传工作做得更加普遍深入，在中央宣传工
作会议上建议：宣传、公安部门订合同，拟订一个时期切实具体的工作计划；宣传、公安部门组织互
助组，协同工作。
1951年6月，公安部派15个工作组下去视察镇反工作时，他又邀请中央宣传部派人参加。
同时，还介绍一些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到各地去采访。
他说，如此才能创造出可观的“公安文化”。
　　实际上，罗瑞卿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员。
在北京，他到中央和北京市的机关、学校中去；到政务院、政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去；到中央各
部门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上去，宣传镇压反革命。
他出差外地，也像在北京一样，深入到干部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各种会议上去做宣传。
　　他的讲话，总是根据听众层次的差异，随着变化着的情况，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
不同。
凡是在高层次会议上的讲话，他都要将讲话稿事先送请中央领导审阅，直等到中央领导表示同意了，
他才去讲。
　　他讲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令人折服；他语言生动，铿锵有力，极富鼓动性。
听过他讲话的干部赞叹：就像听到胜利的锣鼓声，令人精神振奋。
连那些在战争年代听过他讲话的山区乡亲们至今仍在说：“俺们老百姓就爱听老罗讲话，一听说是老
罗讲话，不用叫就都跑来了。
他讲话都是站在俺们中间，老乡们在他周围围一圈，他的话讲完了，俺们还站着不愿散哩！
”　　罗瑞卿为了推动面上的镇反宣传工作，时刻注意抓住对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做得好的和坏的两
种典型，亲自写上批语，通报各地。
如：他看到唐山市由于对群众宣传工作做得不好，第一批处决反革命犯波动面宽的报告，立即进行严
厉批评，并且强调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加强宣传工作，做到家喻户晓。
宣传工作要有计划，要规定应该宣传的内容和办法。
否则，不仅不能发动群众起来同反革命斗争，而且反而会引起群众对于镇压反革命怀疑。
时隔不久，他看到唐山切实加强镇反宣传后取得了良好效果的报告，就又高兴地加上按语：“唐山市
吸取京津经验，迅速改变了镇反工作中不做宣传或不善于做宣传的情况，以致取得了广大人民对镇压
反革命的参加、拥护，是完全正确的。
”　　他看到天津市召开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宣传镇压反革命，引起强烈反响的报告，非常
高兴，立即加按语；“天津镇反做得很好，团结和教育了各界人民，一切地方均应照此办理，坚决打
破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作风。
”　　他看了西北公安部《五个月来镇反情况》报告，又立即批示：“应报主席。
其中关于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大张旗鼓，民主人士与闻宣传工作各点总结都是好的。
”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徐子荣副部长到广东省英德县视察，罗瑞卿非常赞赏徐子荣视察英德
时，宣传党的政策一杆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在报告上指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通报各地检查
组，要学习徐子荣同志小组对英德工作的考察方法，对英德县的干部群众传达决议，打通思想，交代
政策，使三公会家喻户晓的作法，所有县均应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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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1951年，罗瑞卿亲自加上批语转发的有关对群众进行宣传动员工作的报告即有20余件。
　　　　事实上，亲友接见战犯并不是那时才开始的。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我们党的干部去探望过战犯。
陈赓司令员和战犯宋希濂等人，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后来彼此分道扬镳，陈赓当了共产党的兵团司令
，宋希濂当了国民党的兵团司令。
宋希濂被俘后最初关押在重庆，陈赓经组织上同意后，去看望了宋希濂，并在监狱内准备了一桌酒饭
，和宋希濂等人聚餐。
陈赓勉励宋希濂等人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成为新人。
宋希濂等对陈赓看望他们并聚餐，很受感动。
原在延安工作的一些人，也曾去看望过曾在延安任国民党联络参谋的郭仲容。
贺龙元帅和叶剑英元帅，都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过溥仪，鼓励他“好好学习改造”。
　　组织战犯到社会上去参观，进社会这个大学校，这是我国对罪犯改造工作的一个创举。
通过参观，使罪犯看看现在，比比过去，以加速他们的思想改造。
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和非常生动实际的教育工作。
对于普通罪犯的参观，一般由当地自行组织，就近参观。
对于战犯的参观，由公安部统一组织。
1955年12月28日，罗瑞卿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向中央写出报告，拟组织中、外籍战
犯到社会上进行参观，让他们接受现实教育。
报告提出：参加的范围，除年老、患病不能行动的以外，全部参加。
参观的步骤，先就地参观，后到外地参观。
经中央批准后，就地参观从1956年2月开始，为期—个月。
1956年3月12日，罗瑞卿批发了关于组织战犯去外地参观的计划，并亲自召开24个有关省、市公安机关
领导同志的会议，进行具体布置。
战犯们参观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京、杭州、沈阳、长春、鞍山、抚顺、哈尔滨、太原等地
的一些工厂、矿山、水利建设和文化设施，亲眼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成
就，促使他们进一步认罪服法。
　　通过参观，上千名日本战争罪犯普遍表示要向中国人民谢罪。
在抚顺等地参观时，日本战犯亲眼目睹了屠杀中国人民的“万人坑”，听取了当时日本侵略军制造的
一个又一个惨案的介绍，他们都无比愧悔，泣不成声，跪地不起，频频谢罪。
在北京参观时，全体日本战犯签名沉痛检讨了过去侵略中国时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说“我们在中
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愤怒的面前，无论从道义上来讲，从法律上来讲，受到正义的惩办，是理所当然的
。
”在赴武汉、南京参观时，行前在北京火车站由宫崎弘代表全体日本战犯向中国人民谢罪。
火车开动后，又有84人痛哭流涕地表示低头认罪。
在南京参观时，当听到有关人员对日本侵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罪行的控诉后，全体日本战犯宣誓：
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彻底地向中国人民认罪，接受中国人民的正义审判。
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每当听到群众对当年日本侵略军所犯罪行的控诉时，都有一些战犯当场跪下向群
众请罪。
就连少数一贯表现反动、不认罪服法的战犯，也检讨了自己过去的认罪态度。
日本战犯中将安达诚太郎，参观后动摇了自己的反动立场。
他说：“波涛汹涌般的中国人民的和平建设力量，像雨后春笋般地突飞猛进地成长着，中国人民的远
大幸福前途，照耀人类幸福的光明大道。
我一定加速改造自己，跟着这个时代潮流前进。
”　　国内战争罪犯看到祖国日益兴旺的景象，都十分惊讶，十分兴奋。
绝大多数都表示认罪服法，决心加强自我改造，重新做人。
在沈阳参观时，战犯们住在一个招待所的楼上，楼的两边面临大街。
正当参观回来休息的时候，一个战犯突然发现楼外的水泥地上，有人用粉笔划了一幅画，他立即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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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来看二这幅画画的是《群虎图》，有一群老虎被关在一个笼子里。
其中最大的一个老虎还在张牙舞爪，在他周围的许多中老虎、小老虎，也都凶相毕露，似乎在窥　　
测方向，企图乘隙逃出重围。
这幅画说明有的人对战犯们能否彻底被改造还存在着疑虑，但却成了战犯座谈的中心话题，成为他们
联系过去进行认罪的具体内容。
杜聿明在座谈会上，首先承认画中的那只大老虎指的是他，因为他过去是东北掌握大权的保安司令，
犯有许多罪行。
范汉杰也联系自己，进行了检查，说大老虎身边的那只略小一点的老虎，指的是他。
邱行湘最后发言，说他在洛阳担任警备司令时杀人不少，洛阳的老百姓早就给他起一个凶恶的绰号叫
“邱老虎”。
一些原来抗拒改造的战犯，参观后也有了转变·。
国民党四川省主席、老牌军阀王陵基，原来把自己比作泡了几十年的蒜头，骨头都泡黄了，很难改造
，参观后也说“悔已无及”。
　　到社会上参观对于加速罪犯改造的作用，连罪犯本人也不能不承认。
有的战犯在特赦后回忆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改造战犯的一着高招，就是参观。
每当让去参观的时候，那种高兴的劲头是当犯人以来所从没有的。
进一进社会这个大学校，去看看实实在在的东西，对比对比过去，就会很自然地相信制度不同一切就
改变了这一条规律，比学什么经典著作对战犯都能起到极大的作用。
”他们认为，参观的确是改造罪犯的一条捷径，“想出这一办法的人，和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一样
胆大”。
　　　　鉴于公安机关由于执行任务的需要，掌握有法律赋予的一定权力，为防止少数人滥用职权，
罗瑞卿一直狠抓反对旧警察作风和特权思想的教育。
他说：“我们必须反对侵犯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国民党作风，提倡与树立为人民服务，忠心耿耿地
做人民的勤务员和警卫员的作风。
”伟大的“三反”运动一开始，他就指示各地公安机关，把反对旧警察作风作为“三反”运动的重要
内容之一。
遵照他的指示，各级公安机关在“三反”中普遍开展了反旧警察作风的运动，充分发动群众，揭发错
误，并令犯错误的干警当众检讨，情节严重的当场宣布处分。
仅十个大中城市的统计，“三反”运动中发现有这方面问题的数百人，除对吃白饭、看白戏等违反纪
律的错误行为给以批评教育并让其悔过、保证不再犯外，其余都给了适当的处理。
经过这次　　整顿，干警的作风有了明显的转变。
　　1952年12月1日，《天津日报》刊登了《冯景泉事件》的报道。
其中说，天津市公安局侦缉队员冯景泉，到南市区某餐馆吃饭，结帐时，他说服务员把钱算多了，发
生了争吵。
结果把服务员给铐起来了。
罗瑞卿看后，立即批交有关同志处理，要求全国公安系统在“三反”斗争中或以后，要像天津一样，
大张旗鼓地开展这样一个斗争，以克服公安人员中的权威思想，密切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此后，各地公安机关均结合当前斗争，进行了反旧警察作风的补课，进一步清扫了这种坏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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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编后记　　《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一书，是公安部党委为缅怀罗瑞卿同志创建、
发展新中国公安工作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罗瑞卿同志优良的思想和作风而决定编写的。
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陶驷驹部长给予了巨大的关心并多次给予具体指示。
原部长王芳、副部长俞雷、部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罗锋先后代表部党委组织领导了这项工作。
安全部原副部长胡绍普代表安全部参与领导工作。
公安部党委还聘请了刘复之(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凌云(原安全部部长)、李广祥(原公安部副部
长)和王仲方(原中国法学会会长)四位领导同志为编写此书的顾问。
这四位领导同志曾经是罗瑞卿部长的部属，也是为捍卫年轻的人民民主政权而与罗瑞卿同志共同战斗
了近10个春秋的亲密战友。
他们对罗瑞卿同志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对罗瑞卿同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有深刻的了解，
对罗瑞卿同志作为公安部长任内的辉煌业绩，不仅耳闻目睹，而且许多工作都是亲身参加的。
从起草本书大纲到成书的全部过程，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为编写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
王仲方同志则更多地进行了指导。
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对领导编写工作的各位领导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征集史料的过程中，公安部和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河北、河南、广东、广西、福建、湖北、
云南、贵州、四川、浙江和海南等省市的一些老领导、老同志(以姓氏笔画为序)卫之民、王宁、王东
宁、王镒、王冠玉、左琨、刘涌、刘九祥、阎定础、许西、孙振、汤光礼、苏宇涵、何锋涛、李士英
、李溪林、吴烈、张之轩、林念祖、孟琦、姚艮、姚伦、姜文亭、赵去非、赵仲田、赵震寰、钟枫、
秦传厚、陶健、寇庆延、盛北光、谢滋群、慕丰韵、樊青典、　　薛燄等200多位同志，向我们提供了
许多珍贵的史料。
他(她)们以满腔热忱缅怀罗部长在公安工作上的丰功伟绩和优良的思想作风，其情其景常常感人至深
。
如在广州市开座谈会时，一位原副局长刚动过喉癌手术，本拟不再打扰他，但开会那天，他却一早就
来到会场，还带来了书面材料。
有的老同志因病住院，躺在病榻上也要同我们谈。
有的老同志不顾年高体弱，亲自陪同我们下基层采访。
与此同时，每到一地，当地省市公安厅局的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工作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
省市史志办的同志不辞辛劳，直接协助配合我们工作。
正是这些热情的帮助和支持，给我们增添了编写此书的勇气和力量。
在此，我们向各省市的领导和同志们再次致以深深的谢意。
　　罗瑞卿部长的夫人郝治平同志及其子女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也向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历史档案是我们编写此书的基本依据，公安部档案馆、有关省市公安厅局档案部门、安全部及第
二炮兵政治部、武装警察总部史志部门给我们提供的档案、资料逾万卷(公安部的档案，已摘录编辑成
《罗瑞卿同志资料长编1949—1959》，约70余万字)，这些档案资料对成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此，特向上述部门给予我们帮助的同志表示感谢。
　　历史档案是我们编写此书的基本依据，公安部档案馆、有关省市公安厅局档案部门、安全部及第
二炮兵政治部、武装警察总部史志部门给我们提供的档案、资料逾万卷(公安部的档案，已摘录编辑成
《罗瑞卿同志资料长编1949—1959》，约70余万字)，这些档案资料对成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此，特向上述部门给予我们帮助的同志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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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公安部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这是一个新建立的部门，一切都是未知数，而公安系统是新中国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必须选最合适
的部长。
毛泽东点了罗瑞卿的将，说相信他能干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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