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上海的战争创造了城市攻坚战中令人惊叹

的奇观：在纷飞的战火中，上海依旧灯火通明，电话、

电车畅通，煤气、自来水正常供应……整座城市被完

整地交到人民手中。而这，都离不开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各阶层人民的守护。在上海市档案馆，就

有一系列馆藏档案，记录下了有关人民护厂的光荣

历程。

上海解放前，国民党不甘心将上海这座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的繁华城市留给人民，公开叫嚣

“能运的运走，留下的都要砸烂”。1949年初，敌人已

经在计划和逐步实施将工厂里部分机器设备、原料等

迁往台湾、华南和西南地区。

上海党组织和工人阶级察觉到敌人的意图后，根

据党中央的要求，以极大的热忱和忘我的精神投入护

厂斗争中，尽一切努力为党的事业和上海人民留下完

整的城市。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

最集中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的工人协会基础广泛，

人员众多。有的工厂虽然仅有八九名党员，但工协会

员却达到一二百人。在护厂斗争中，他们收集本厂机

构、人员、设备、地址等情况，以及附近驻扎敌军的数

量、番号、武器等情报。这些信息被秘密地源源不断

地发往解放区。

护厂的一线主力是各厂以共产党员、工协会员等

组成的“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自卫队”……之

所以队名不同，是为了隐匿、保护党组织，保存进步力

量。领受任务后，队员们携带铺盖，昼夜守卫在工厂

周围。

那时，上海的许多核心工业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手

中。因此，美商电力厂（今杨树浦发电厂）、英商煤气

厂（今杨树浦煤气厂）、英商自来水公司（今杨树浦水

厂）、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等成为护厂的重点。而这些

厂里几乎都有敌军驻守。

在惊险跌宕的破坏与反破坏斗争中，共产党员李

志耕凭借专业分析，机智地说服敌人将火力从美商电

力厂5号锅炉的制高点上撤下；在英商煤气厂，10多

名护厂队员不顾生命危险登上煤气库，抢修好被机枪

射中的漏气管道；英商自来水公司分支部书记沈祥麟

带领纠察队胜利完成“严密关注和保护水厂的黄浦江

进水口、锅炉房、引擎间和快滤池等要害部位”“密切

监视厂内特务的动静”“主动瓦解驻厂的敌军势力”三

项任务。法商电车电灯公司护厂队为完成迎接上海

解放“三不停”即水不停、电不停、交通不停的任务，还

特意组织了抢修队，以防意外发生。

5月1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人民保安队总部

颁布《队员须知及安民布告》，宣布自当日起各护厂队

伍统一改编为人民保安队，总人数达6万之多。临近

解放一周前，党组织将白底红字的人民保安队臂章发

放到队员手中，要求在解放当日佩戴，以便区分敌我。

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曾明确表

示：人民保安队是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因此，部队进

城后信任人民保安队，城市接管过程中双方配合默契，

化解了不少风险。解放军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市民的

生命财产，进入市区作战后不使用重武器，不惜以更多

的牺牲换取城市建筑和工厂码头的完好保存。

5月27日上海解放，但是护厂工作并未结束。最

初几天，不少散兵游勇和潜伏特务打着“华东地下军”

“江南中共地下军”等旗号，甚至佩戴着伪造的白底黑

字的人民保安队臂章去沪东一带“接管”工厂，妄图趁

火打劫、破坏治安，均被人民保安队员识破。中纺十

六厂的人民保安队还因机智勇敢地将一股残敌缴械，

获得解放军赠送的“护厂英雄”锦旗。

上海解放，永载史册。在这一过程中，党领导下

的护厂行动的成功，确保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

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从此，机器开动，马达轰鸣，

开始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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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人民保安队在路旁工事上挂出了“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标语。 1949年5月，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人民保安队总部张贴的安民布告。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人民保安队臂章。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工作人员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