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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兵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

总部、各军兵种：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关于《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

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城市民兵建设的新鲜经

验，现转发你们，望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因地制宜地

加强城市民兵建设。 

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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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战时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战争打起来，城市不能轻易放弃，

有些城市要学斯大林格勒，长期坚守。从上海的经验看，平时

管理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都必须依靠工人阶级。

因此，进一步加强城市民兵建设，着重武装工人阶级，建设一

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民兵队伍，加强城市的防卫能力，

是非常必要的。应当十分重视。 

要积极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

活动，维护城市的革命秩序，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把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同时，要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民

兵，加强民兵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不断提高民兵的战

斗能力。要在普遍搞好民兵“三落实”的基础上，按现有的武

器装备条件，大力组训民兵武装基干营团、民兵高炮营团和其

它必要的专业分队，并随着民兵武器的增加，不断扩大和加强。

战争打起来，依靠这一批民兵的战斗骨干队伍，带动广大民兵

和群众，配合部队保卫城市，坚守城市。 

各级党委要发扬全党抓军事、党管武装的优良传统，仿效

上海的办法，对民兵工作进行认真研究和落实，切实把城市民

兵建设抓紧、抓好。 

                              国  务  院 

中 央 军 委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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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张春桥1967年7
月31日《关于上海工人
要求成立武卫组织的请
示上》有] 

毛主席批示： 

林、周、文革

各同志阅示。 

毛主席1967 年8 月4
日南巡时说：张春桥写
了一个报告，准备武装
上海 10 万左派工人，
分三步走：第一步组织
起来，第二步发一部分
枪，第三步全部发枪。
他们有100多万工人，
武装起十万就好了，不
脱产的。并要杨成武好
好看看。主席说“武装
左派问题，把农村的枪
统统收起来，以后发到
左派手里。发枪主要是
城市，首先是城市，一
定要在左派占了绝对优
势，才算条件成熟。但
将来呢，左派还会有分
化。左派占优势，不能
发；左右派势均力敌的，
也不能算条件成熟，还
是不能发。”“先组织起
来，可以先发木枪。解
放军派人去帮助训练，
把政治、军事训练好” 

武装工人阶级  建设城市民兵  

——上海城市民兵情况的调查 

 

（一）. 

上海城市民兵是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

亲自批阅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武装工人、改造城市民兵

的请示报告”建立起来的。当时叫“文攻武卫”。人数不多，

没有发枪，每人手拿一根棍子或长矛，到今年三月，已发展到

××万人（其中转业、复员军人×万多人，有×万多人是打过

仗的)。拥有各种轻武器×万余件，高炮×××门。建立了×

个武装基干团，××个高炮团，×个独立高炮营，×个高射机

枪连，×个摩托团。此外，还有工兵、防化、通讯、运输等一

批专门兵种队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上海

民兵工作脱离现实阶级斗争，不少民兵组织有名无实。工人批

评当时的民兵，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民兵干部的

名单在墙上公布一下，民兵的名单写入花名册塞进抽屉里)。

由于民兵在群众中缺乏威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

一来，就垮了。 

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教育和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一

大批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积极参加本单位三大革命斗争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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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组织起来，在市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冲向社会，同一小

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展开了斗争。在一九六七年“八·四”

革命行动中，他们头戴藤帽，手持钢矛，狠狠打击了上海柴油

机厂“联司”一小撮坏头头，粉碎了阶级敌人妄图制造上海第

二次大乱的阴谋，控制和稳定了上海局势，保卫了新生的无产

阶级政权。在这个基础上重建起来的上海民兵，在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中，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制止武斗，解

决老大难，坚决打击阶级敌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重

大贡献，人们赞扬民兵是“群众专政的‘铁拳头’”。 

 

(二) . 

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锻炼和建设上海民兵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上海民兵勇敢

地承担了各项战斗任务，成为群众专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被群众誉为“红色台风”的“政治大扫除”，是对阶级敌

人进行袭击的一种革命行动。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协同公安部

门，集中行动，主动出击，全市已先后组织了三十多次。每次

参加的民兵，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十几万，对全市各个角落，

特别是坏人容易躲藏和避风的地方，依靠群众，大检查，大清

理，破获了一批大案、要案和多年的悬案，挖出了一批隐藏得

比较深的阶级敌人。其中有血债累累潜伏了十八年的特务，有

逃避群众批斗的叛徒，还有占地七千亩的逃亡地主。同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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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出了电台、收发报机二十多台，大量的武器、弹药和数以万

计的凶器。一次，江腾蛟借养病为名，在上海某黑据点搞阴谋

活动，正好碰上上海民兵刮“红色台风”，江腾蛟、王维国一

伙做贼心虚，生怕暴露目标，吓得赶忙加强“警卫”，一宵未

睡，随时准备“转移”。群众反映，“好人爱民兵，坏人怕民兵”。 

夜间巡逻和日常执勤，是上海民兵一种比较广泛、经常的

活动。全市有不少要害单位和重要目标，包括水厂、电厂、粮

库、油库、煤栈、铁路、桥梁等，由民兵分工负责守卫。许多

基层单位的民兵，还结合本职工作，战斗在不同岗位上，做到

“哪里有斗争，哪里有民兵”。西郊公园的工人民兵，通过观

察、分析，从一清早来公园睡觉、洗衣服，到餐厅乱花钱大吃

大喝，躲在角落里数钱等一类反常的迹象中，发现线索，追根

究底，三年多来，破获了各种案件两千多起，扭获了一批逃窜

的凶杀犯、盗窃犯和现行的扒窃、流氓阿飞分子。东海化工厂

民兵四年如一日，坚持夜间巡逻，处理了一千多起案件，打击

了一批犯罪分子，维护了这个地区的社会治安，深受周围群众

的爱戴和赞扬，称他们是“不挂牌子的派出所”。 

坚持以业余为主、分批轮换的方式，派出小分队进驻工厂

附近里弄，是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管理城市的一

种新形式。上海有一千多条里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流氓阿飞

经常利用里弄人口密集，管理不严的弱点，兴风作浪，破坏治

安。上海民兵派出了一千一百七十多支小分队，进入里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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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党委统一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既打击了敌人的罪恶

活动，又在阶级斗争中锻炼了民兵。民兵小分队人数虽少，但

有强大的工人武装作后盾，特别是小分队成员以身作则，把工

人阶级的好思想、好作风带进了里弄。有些居民原来怕揭发了

流氓阿飞的犯罪活动，会被“踢翻煤球炉子，敲碎玻璃窗子”

遭到报复，在民兵小分队的支持下，也打消了顾虑，积极起来

揭发、斗争。两年多时间，全市民兵小分队共破获各种案件二

万二千余起，挖出了一批隐藏在幕后的教唆犯和流氓阿飞头

子，维护了城市的社会主义新秩序。通过这些活动，民兵熟悉

了这些街道里弄的阶级关系和地形环境，打起仗来，有利于坚

守城市。 

上海民兵，在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中，还把同阶级敌人争夺

青少年一代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会同学校、里弄，

采取多种形式，对一些违法青少年，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使

其中大多数人得到了挽救。卢湾区丽园街道一个犯有偷窃行

为、绰号叫“扫荡大队长”的学生，经过教育，痛改前非，转

变显著，参加了红卫兵，还出席区红代会。对于一些违法严重，

民愤较大，但还不够判刑的犯罪青少年，则采取办“劳动教育

学习班”的形式，把他们放到工厂去，夹在工人和民兵中间，

边参加生产劳动，边进行教育改造。有个对象，一次提前两小

时完成了日生产定额，就闲荡起来。民兵班长、老工人就教育

他：“你生产定额是完成了，但思想改造任务还差得远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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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对象触动很大，看到了自己身上好逸恶劳的根子很深，从此，

认真参加劳动，决心“要用劳动的汗水来冲洗身上的污浊”。

目前，这种集中管教的学习班，全市有十九个。一年多来，有

一千三百五十九名对象进学习班，经劳动教育后，返回学习和

工作岗位的有一千一百零六名，达到了治病救人的目的。 

上海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在同林彪死党王维国一伙

进行斗争中坚持下来的。王维国一伙慑于民兵的威力和作用，

竭力阻挠和破坏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他们利用当时在市公

检法所把持的一部分权力，散布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别

出心裁”，是搞“专政的多中心”。还布置派出所，对进驻里弄

的民兵小分队“不支持，不表态，不提供材料”，在工作上百

般刁难，污蔑、攻击上海民兵，妄图迫使民兵停止参加社会活

动，退出群众专政的各个阵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

大民兵同王维国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使这伙野心家也感到他们在上海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困难很

大，就是民兵也“很难对付”。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总要经

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上海民兵通过批林整风，清算了王维

国一伙破坏民兵工作的罪行，同时也教育了原来对这个新生事

物支持不够的同志，广大民兵战士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

悟，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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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上海城市民兵，遵照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政

治、军事三落实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中，

坚持劳武结合，以劳为主的原则，积极抓好军事训练。两年多

来，全市有四十多万民兵参加了野营训练。今年上半年，参加

武装拉练的民兵有一万多人。根据沿海城市的特点，重点抓了

高炮射击和防化学、防原子、防细菌的“三防”教育，并加强

了射击、刺杀和投弹等训练。以一九七二年为例，参加军训的

民兵达三十四万七千余人次，其中有七万三千人参加了各种轻

武器射击和手榴弹实弹投掷，有二百零五个高炮连、一万五千

余人次参加了外膛枪和实弹射击，成绩良好。另外，还对排以

上干部分别进行了集训，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今年还

办了两期反坦克训练。 

在加强民兵军事训练中，怎样做到劳武结合，以劳为主，

是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基层单位，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

验，采用小型、就地、分散的办法，尽量利用业余时间，按班

组开展活动。许多工厂还动员民兵，“走前加把劲，回厂努力

干”，又发动“全厂齐支援”，既保证了集训，生产又完成得很

好。 

城市民兵实行平战结合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有计划地自己

动手制造一些常规武器，以改善装备，提高实战能力。上海有

的工厂主动要求在完成生产计划的同时，挤出力量来为民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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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造炮。一九七○年，上海电缆厂党委从各车间抽调了三十

多名工人，在兄弟单位的协助下，自制了一些设备，开始试制

半自动步枪，一九七一年生产了一千一百支，一九七二年又生

产了二千五百支，基本上做到了全厂每个基干民兵都有一支

枪，还装备了兄弟厂一个武装基干团。今年，造枪的工人增加

到八十多名，占全厂职工的百分之一、二，预计可生产五千支

枪。这些武器，质量符合要求，成本较低。由于生产时没有框

框，敢于革新，武器性能有改善，有的还减少了零件，减轻了

重量。 

遵照毛主席关于“要准备打仗”和“深挖洞，广积粮，

不称霸”的指示，广大民兵积极参加了本单位和街道里弄的

防空工程的建设。仅全市性的两项大的战备施工，民兵就参加

了一百六十万人次，构筑人防工事长八公里，地下建筑面积三

万平方米。江湾地区有一条日寇侵占时留下的地下通道，日寇

撤退时已遭破坏。解放初，花了三个月时间，只挖了一百米。

这次组织民兵突击，经过九天九夜奋战，全长一千多米的通道

都挖通了。总之，这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上海民兵在毛主席革

命路线指引下，充分发挥了生产队、宣传队、战斗队的作用。 

 

(四) .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城市民

兵同样必须严格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第十次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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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林彪死党王维国一伙，极端害怕上海工人武装，千方百计

要篡夺民兵领导权。他们指使市公检法同上海民兵指挥部成立

“联合办公室”，受到抵制后，又借口成立“维护社会革命新

秩序办公室”，妄图把上海民兵领导权控制在他们手里。市委

支持了广大民兵的革命行动，同王维国等人的破坏活动进行了

斗争，其罪恶阴谋才没有得逞。在斗争中，上海民兵进一步看

清了王维国一伙拚命争夺民兵领导权，企图搞掉这支工人武

装，是为反革命政变准备条件。这深刻地教育了广大民兵：工

人阶级的武装，决不是为哪个个人服务的，而是无产阶级专政

的工具。因此，各级民兵组织，把增强党的观念，接受党的领

导，作为对民兵进行经常性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斗争中形成和建立起来的上海民兵指挥部(各区设分

部)，是全市民兵的领导机构，由军队同志和地方同志共同组

成，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 

基层单位的民兵组织怎样建立好，上棉十七厂等单位经过

试验，采取了把民兵同治安保卫、消防等组织统一起来，合并

建立一个机构，群众称之为“三位一体”。这样做，“五个手指

捏成一个拳头”，有利于加强党对武装保卫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便于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有利于精兵简政，减少层次，提高效率；有利于平战结合，促

进战备工作的落实，同时，也充分体现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真

正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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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外斗争形势的发展，上海民兵在管理城市、巩固

无产阶级专政中，越来越显出它的巨大作用。现在，上海民兵

正在回顾历史，认真总结，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进

一步把这支队伍建设好，配合人民解放军，在对外反侵略、对

内反复辟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一九七三年九月   

 

 

 

 

 

 

 

 

 

 

 

 

浙江省金华地区民兵工作经验交流会 一九七六年九月翻印  

共印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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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 四人帮大搞第二武装罪行材料》所收另一版本 

武装工人阶级  建设城市民兵  

——上海城市民兵情况的调查 

 

一 

上海城市民兵，是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工人武装。它是遵照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武装产业工人的指示，在一九六七年八月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重新建立起来的。当时叫“文攻武卫”，只有

七千人，没有发武器，每人手拿一根棍子或长矛。到一九七三年三月，

发展到八十五万六千余人。其中基干民兵十四万八千余人。现拥有各

种轻武器二万四千件，高炮三百二十四门。建立了十个武装基干团，

十八个高炮团，五个独立高炮营，三个高射机枪连，一个摩托团。此

外，还有工兵、防化、通讯、雷达等一批专业基干队伍。 

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上海民兵脱离现实阶

级斗争，不少民兵组织有名无实。工人批评当时的民兵，是“墙头上

的官，抽屉里的兵”(民兵干部的名单在墙上公布一下，民兵的名单写

入花名册放进抽屉里)。由于民兵在群众中缺乏威信，经不起阶级斗争

和路线斗争风浪的考验，一冲就垮了。 

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教育和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一大批无

产阶级革命派，在积极参加本单位三大革命斗争的同时，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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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向社会，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展开了斗争。在一九六七年

“八·四”革命行动中，他们头戴藤帽，手持钢矛，狠狠打击了上海

柴油机厂“联司”一小撮坏头头，粉碎了阶级敌人妄图制造上海第二

次大乱的阴谋，控制和稳定了上海局势，保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在

这个基础上重建起来的上海民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持毛

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制止武斗，解决老大难，坚决打击阶级敌

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从

林立果、王维国等反党集团头目起，到社会渣滓和流氓阿飞，对上海

民兵都怕得要命，而上海民兵在群众中的威信则愈来愈高。人们赞扬

民兵是：“群众专政的‘铁拳头’”，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二 

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锻炼和

建设上海民兵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上海民兵勇敢地承担了各项

战斗任务，成为群众专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政治大扫除”，它被群众誉为“红色台风”，是对阶级敌人进行

袭击的一种革命行动。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协同公安部门，集中行动，

主动出击，全市已先后组织了三十多次。每次参加的民兵，少则有几

万，多则有几十万，对各个角落，特别是坏人容易躲藏和避风的地方，

依靠群众，大检查，大清理，破获了一批大案、要案和多年的悬案，

挖出了一批隐藏得比较深的阶级敌人。其中有血债累累潜伏了十八年

的特务，有逃避群众批斗的叛徒，还有占地七千亩的逃亡地主。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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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搜出了电台、收发报机二十多台，以及大量的武器、弹药和数以万

计的凶器。一次，江腾蛟在上海某黑据点里借养病为名，搞阴谋活动，

正好碰上上海民兵刮“红色台风”，江腾蛟做贼心虚，生怕暴露目标，

吓得赶忙加强“警卫”，一宵未睡，随时准备“转移”。群众反映，“好

人爱民兵，坏人怕民兵”。 

夜间巡逻和日常执勤，是上海民兵一种比较广泛、经常的活动。

全市有一百多个要害单位和重要目标，包括水厂、电厂、粮库、油库、

煤栈、铁路、桥梁等，在节日期间，都由民兵分工负责守卫。许多基

层单位的民兵，还结合本职工作，战斗在不同岗位上，真正做到了“那

里有斗争，那里有民兵”。西郊公园的工人民兵，通过观察、分析，从

大清早来公园睡觉，洗衣服，到餐厅大吃大喝，躲在角落里数钱等一

些异常的迹象中，发现线索，三年多来，破获了各种案件两千多起，

扭获了一批逃窜的凶杀犯、盗窃犯和现行的扒窃、流氓阿飞分子。东

海化工厂民兵四年如一日，坚持夜间巡逻，处理了一千多起案件，打

击了一批犯罪分子，维护了这个地区的社会治安，深受周围群众的爱

戴和赞扬，称他们是“不挂牌子的派出所”。 

民兵小分队进驻里弄，是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管理

城市的一种新形式。这是群众的一个创造。上海有一千多条里弄，一

小撮阶级敌人和流氓阿飞经常利用里弄人口密集，管理不严的弱点，

兴风作浪，破坏治安。上海民兵派出了一千一百七十多支小分队，进

入里弄，在街道党委统一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既打击了敌人的

罪恶活动，又在阶级斗争中锻炼了民兵。民兵小分队人数虽少，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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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工人武装作后盾，特别是小分队成员以身作则，把工人阶级的

好思想、好作风带进了里弄。有些居民原来怕揭发了问题，流氓阿飞

寻衅报复，会“踢翻煤球炉子，敲碎玻璃窗子”，在民兵小分队的支持

下，也积极起来揭发、斗争。两年多来，全市民兵小分队共破获各种

案件二万二千余起，挖出了一批隐藏在幕后的教唆犯和流氓阿飞头子，

教育、挽救了一大批上当受骗的犯罪青少年。许多民兵小分队，还通

过日常活动，对当地的情况做到了“三熟”，即地形熟，依靠力量熟，

敌情熟，有利于战备。 

上海民兵，在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中，还把同阶级敌人争夺青少年

一代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会同学校、里弄，采取多种形式，

对一些违法青少年，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使其中大多数人得到了挽

救。卢湾区丽园街道一个犯有偷窃行为、绰号叫“扫荡大队长”的学

生，经过教育，痛改前非，转变显著，参加了红卫兵，还出席区红代

会。 

对于一些违法严重，民愤较大，但还不够判刑的犯罪青少年，上

海民兵采取办“劳动教育学习班”的形式，把这批人放到工厂去，夹

在工人和民兵中间，边参加生产劳动，边进行教育改造。在工人阶级

这个大熔炉里，把他们教育改造成为新人。有个对象，一次提前两小

时完成了日生产定额，就闲荡起来。民兵班长、老工人就教育他：“你

生产定额是完成了，但思想改造任务还差得远呐！”这个对象触动很大，

看到了自己身上好逸恶劳的根子很深，从此，认真参加劳动，决心“要

用劳动的汗水来冲洗身上的污浊”。目前，这种集中管教的“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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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有十九个。从试行情况来看，由于管得严，抓得紧，教育深，真

正达到了治病救人。一年多来，有一千三百五十九名对象进学习班，

经劳动教育后，返回学习和工作岗位的有一千一百零六名。 

上海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在同林彪死党王维国一伙进行斗

争中坚持下来的。王维国一伙慑于民兵的威力和作用，竭力阻挠和破

坏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他们利用当时在市公检法所把持的一部分

权力，散布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别出心裁”，是搞“专政的多中

心”。还布置派出所，对进驻里弄的民兵小分队“不支持，不表态，不

提供材料”，在工作上百般刁难，污蔑、攻击上海民兵，妄图迫使民兵

停止参加社会活动，退出群众专政的各个阵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

引下，广大民兵同王维国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

斗争，使这伙野心家也感到他们在上海搞反革命阴谋，困难很大，就

是上海民兵，也“很难对付”。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海民兵又经受

了一次锻炼和考验，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 

 

三 

上海城市民兵，认真看书学习，深入开展批林整风，提高了政治

素质，同时，还重视抓好军事训练。两年多来，全市有四十多万民兵

参加了野营训练。仅一九七三年上半年，参加武装拉练的民兵就有一

万多人。根据沿海城市的特点，上海民兵在军事训练中，重点抓了高

炮射击和防化学、防原子、防细菌的“三助”数育，对其它基干民兵，

则加强了射击、刺杀和投弹等训练。以一九七二年为例，参加军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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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达三十四万七千余人次，其中有七万三千人参加了各种轻武器射

击和手榴弹实弹投掷，有二百零五个高炮连，一万五千余人次参加了

外膛枪和实弹射击，成绩良好。另外，还对排以上干部分别进行了集

训，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一九七三年还办了两期反坦克训练。 

在加强民兵军事训练中，怎样坚持劳武结合，是一个重要问题。

许多基层单位，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采用小型、就地、分

散的办法，尽量利用业余时间，按班组开展活动。许多工厂还动员民

兵，“走前加把劲，回厂努力干”，又发动“全厂齐支援”，既保证了集

训，生产又完成得很好。 

城市民兵实行平战结合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有计划地自己动手制

造一些常规武器，以改善装备，提高实战能力。许多工厂都主动要求

在完成生产计划下，挤出力量来为民兵造枪、造炮、造装甲车。一九

七○年，上海电缆厂党委从各车间抽调了七名工人，开始试制半自动

步枪，一九七一年生产了一千一百枝，一九七二年又生产了二千五百

枝，武装了一个基干民兵团。一九七三年，造枪的工人增加到五十多

名，约占全厂职工的百分之一，预计可生产五千枝枪。这些武器，质

量符合要求，成本较低。由于生产时没有框框，敢于革新，武器性能

有改善，有的还减轻了重量。但是，目前上海工人民兵的武器还很少，

包括电缆厂生产的几千条枪在内，平均三十多个民兵才有一条枪，所

以许多工厂只好用木制武器来进行训练。 

遵照毛主席关于“要准备打仗”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的指示，广大民兵积极参加了防空工程的建设。江湾地区有一条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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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时留下的地下通道，日寇撤退时已遭破坏。解放初，化了三个月

时间，只挖了一百米。这次组织民兵突击，经过九天九夜奋战，全长

一千多米的通道都挖通了。近几年来，民兵参加全市性的两项大的战

备施工，就有一百六十万人次，构筑人防工事长八公里，地下建筑面

积三万平方米。上海民兵充分发挥了生产队、宣传队、战斗队的作用。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城市民兵同样必

需严格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林彪死党王维

国一伙，极端害怕这支工人武装，说民兵有六个高炮师，配备有三七、

五七、一○○炮，而空四军只有两个高炮师。因此，千方百计要争夺

民兵领导权。他们指使市公检法同上海民兵指挥部成立“联合办公室”，

遭到了抵制，之后，又借口成立“维护社会革命新铁序办公室”，妄图

把上海民兵领导权控制在他们手里。市委支持了广大民兵的革命行动，

同王维国等人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其罪恶阴谋才没有得逞。在斗

争中，上海民兵进一步看清了王维国一伙拚命争夺民兵领导权，企图

搞掉这支工人武装，是为反革命政变准备条件。这深刻地教育了广大

民兵：工人阶级的武装，决不是为哪个个人服务的，而是无产阶级专

政的工具。因此，各级民兵组织，把增强党的观念，接受党的领导，

作为对民兵进行经常性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斗争中形成和建立起来的上海民兵指挥部，是全市民兵的领导

机构，它由军队和地方的同志共同组成，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各

项工作。 

基层单位的民兵组织怎样建立好，上棉十七厂等单位经过试验，



—19—   

采取了把民兵同治安保卫、消防等组织统一起来，合并建立一个机构，

群众称之谓“三位一体”。这样做，“五个手指捏成一个拳头”，有利于

加强党对武装保卫工作的一元化领导，便于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

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有利于精兵简政，减少层次，提高效

率；有利于平战结合，促进战备工作的落实，同时，也充分体现专政

是群众的专政，真正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 

随着国内外斗争形势的发展，上海民兵在管理城市、巩固无产阶

级专政中，越来越显出它的巨大作用。但是，在如何建设城市民兵的

问题上，有些同志的认识还有待于提高。现在，上海民兵正在回顾历

史，认真总结，决心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一步把这支队伍建设

好，使它在对外反侵略、对内反复辟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