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考虑到进城后保卫党中央的需要，

专门组建了一支

150

人的便衣保卫队。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年轻、忠诚，能忍辱负重、吃

苦耐劳，甘当无名英雄，为共和国的初创和中共中央领导几次重大政治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

建立了功勋。

中南海第一支便衣卫队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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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现在颐和园

香山的特殊人

在平津战役开始的时候，

中共中央就决定在北平解放
后 ，中央机关 、解放军总部迁
到北平办公。 中共中央成立了
以周恩来、任弼时为总负责人
的转移委员会，统筹这次大搬
迁。

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
受命先期前往北平，为党中央
核心领导和机关进驻北平安
排办公和生活驻地，部署中央
机关和毛泽东等领导人进北
平的安全保卫工作。

长期担负中共中央情报
和安全保卫工作的李克农，对
北平社会情况的复杂早有掌
握。 北平是国民党华北“ 剿总”

所在地，特务机构多达
8

个系
统，有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保
密局、二厅 、党通局 、华北“ 剿
总”二处、阎锡山特务系统，还
有美英国际间谍……。

针对这种新情况，李克农
意识到保卫工作要及时予以
调整，不能仅靠公开的保卫工
作，必须把公开和秘密的保卫
工作结合起来，确保党中央的
安全保卫工作万无一失。 他向
周恩来建议，要尽快组建一支
便衣保卫队。

周恩来很赞同李克农的
建议 ，特别指示 ，便衣保卫队
的成员 ，要有斗争考验 ，思想
觉悟高，对党忠诚，机智勇敢。

得到周恩来首肯后，李克
农找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
高富有谈了话 。 他告诉高富
有：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在
公开活动状态下的便衣保卫
队，中央领导对组建这支队伍
很关心。 决定由高富有担任便
衣保卫队队长，由焦万有担任
指导员，沈平任副指导员。 谈
话后马上组建队伍。

从
1948

年
11

月底始 ，

150

名来自中央社会部、 中央

警备团和华北军政大学的人
员，陆续集中到河北省建屏县
滹沱河西岸黄泥村，便衣保卫
队随即组成并开始便衣保卫
专业培训。 培训的主要内容是
掌握敌情，熟悉城市社情和生
活知识。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
中全会刚结束，队长高富有就
接到李克农从北平发来的命
令， 要便衣保卫队结束培训，

开赴北平接受任务。

150

名便
衣队员随即于

3

月
8

日乘卡
车从黄泥村出发，赶赴北平。

便衣队到达北平后，被部
署在西郊颐和园附近。 便衣队
员们除了解放军军装外，又新
发了傅作义部队的军服和便
衣两套行头，并全部配备了手
枪。 他们最初的任务是担负西
直门、海淀、颐和园、青龙桥至
香山，复兴门、新北京、八大处
至香山两条路线沿途的警卫，

并根据需要随机行动。

一切准备就绪后，队员们
被安插进香山 、青龙桥 、颐和
园 、海淀 、西直门等处要害部
位的餐馆、商铺、茶馆、自行车
修理铺、派出所里，做伙计、当
学徒、扮经理、充留用警察等，

以各种职业掩护开展工作。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及中
央核心机关进住北平香山的
事情定下来后，香山新设了一
个交通检查站，专门负责检查
进入香山地区的车辆并负责
来往车辆的分流、疏导。 由于
位置很重要，在这里担任值勤
的交通警，都由便衣队的队员
担当。

由于当时还没有人民警
察的制服，在这里执勤的便衣
队队员都穿原来国民党警察
的黑制服。 当地老百姓和刚进
城的解放军不了解便衣队员
的真实身份，因为穿着这身行
头，便衣队员们挨了不少斥责
和奚落。

一天，解放军华北军区某
高炮部队的参谋长，带着三辆

卡车要强行通过香山检查站，

被拦了下来。 他看见指挥交通
的人都穿着国民党警察的黑衣
服，态度十分蛮横：“ 你们是干
什么的？ ”

几句话不对付，参谋长骂
了起来：“ 妈的，黑狗子管到老
子头上来了？ ”不仅动手打人，

还把一名便衣队员抓上了车。

车开到半路，便衣队员说明了
身份，才被放下了车。

有卡车闯关的事被立即报
告到队长高富有那里，他叫上
一辆吉普追上了卡车。一询问，

得知几辆卡车上拉的竟然是报
废的炮弹，是要到香山脚下去
销毁的。 高富有一听就急了，

这还了得，香山上住着中共中
央的领袖与核心机关，把这三
车废炮弹弄过去爆破，不得出
大事。 不久，华北军区司令部
的人也赶到了，急令卡车返回，

避免了一场大祸。 那位闯关的
参谋长也受到严厉的批评。

中共领袖驻地

附近的枪杀案

3

月
25

日早晨，毛泽东等
中共领袖进入北平。 他们在清
华园火车站下车后，到颐和园
歇息。 那天，清华园火车站与
颐和园周围多了一些沿街叫卖
的小贩和人力车夫，他们就是
便衣队员。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到西苑机场检阅入北平部队并
与迎接他们的民主人士会面
后，当晚就住进了香山。

然而，就在毛泽东等入住
香山后的第五天，守卫在香山、

西苑一带的中央警备团突然接
到通报： 北平十八区

(

现海淀
区
)

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的干
部董峻岭在西苑失踪了，他随
身携带的手枪也不知去向。

西苑紧邻毛泽东等中央领
导栖身的香山和经常出入的颐
和园，而在这一带工作的董峻
岭若是遭遇了不测，手枪落到

敌人手里，将对中央领导的人
身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 因
此 ，北平市公安局 、中央社会
部和中央办公厅接到报告后
非常重视。

4

月
7

日， 中央社会部在
颐和园邀集有关部门召开警
卫工作会议，研究布防和相关
部门职责，参加会议的有北平
警备司令部 、 中共中央办公
厅 、中央社会部 、北平公安总
队、纠察总队、中央警备团、华
北军区、 北平市政府、 第二

0

七师等单位的领导，这个会议
后来被称为“ 西郊治安会议”。

董峻岭的失踪，也是会议的一
个议题。

董峻岭失踪半个月后的
一天早晨，以小商贩作掩护的
便衣队员高福禄，到颐和园东
宫门附近的同庆街东头小桥
边水井打水，在井边听到有人
议论说有几个小学生到圆明
园三仙洞玩，在洞里边发现一
具死尸……。

高福禄随即跑到现场察
看 ，见洞外有一具死尸 ，身上
穿的是解放军干部服。 他马上
向便衣队派在颐和园分驻所
的魏副所长报告。

现场的检查认定死者就
是失踪多日的董峻岭，经尸体
解剖他死于失踪的当天，杀死
董峻岭的那颗子弹，是从董峻
岭的手枪里发出的。 根据董峻
岭是后脑中枪，身上其它部位
无捆绑，可推断凶手应是董峻
岭的熟人。

沿着线索追查，一个叫李
克勤的人进入大家视线。 李克
勤与董峻岭一起长大，他俩是
同学 ，关系非同一般 ，曾结为
拜把兄弟，但后来各自选择了
不同的人生道路，董峻岭参加
了人民解放军，而李克勤成为
国民党二

0

八师谍报组特工
人员。

受过特工训练的李克勤
被捕后非常镇静， 坚拒认罪。

隔了一天，在拘押李克勤的监
号里，多了一个叫唐三儿的惯
偷 。 唐三儿很快和李克勤混
熟，并取得信任。 唐三儿被释
放的前一天晚上，李克勤写了
一张小纸条 ， 悄悄塞给了唐
三。

李克勤做梦也没想到，唐
三儿是保卫人员布下的眼线。

李克勤的纸条上只写了一句
话 ：“ 妈 ， 九条的东西一定放
好。 ”顺着“ 九条”这个线索寻
查，公安人员查出西城区宫门
口九条内有一户人家与李克
勤家相熟。 民警随后在这户人
家找到了李克勤藏匿的手枪。

经验证，这支枪正是董峻岭佩
带的。 在物证面前，李克勤不
得不认罪，是他担心董峻岭会
告发他，暗下狠心杀董峻岭灭
口。

一届政协会场

的“特殊代表”

新中国成立前夕最重大

的政治保卫任务 ， 是
9

月召
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

保卫这次会议 ， 也可说是为
安全警卫开国大典的一次预
演。

为了保证会议的绝对安
全 ， 中央社会部和军委公安
部都做出了重要指示 ， 由中
央办公厅警卫处 、 便衣保卫
队 、 北平市公安局和北平纠
察总队 ， 共同组成保卫政协
联合指挥所 ， 统一领导会议
的警卫工作 。 按照联合指挥
所的部署 ， 便衣保卫队队员
分布在怀仁堂内负责与会中
央首长的人身安全。

1949

年
9

月
21

日，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
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
隆重开幕 。 参加会议的单位
45

个， 代表
510

人 ， 候补代
表

77

人 ， 特邀代表
75

人 ，

总共
662

人。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

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 “ 占
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从此站立起来了！” 会上响起
了代表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 ， 中南海
警卫营几乎全部出动 ， 日夜
执勤巡逻 。 而便衣保卫队中
南海分队的队员 ， 有的在怀
仁堂分设的单 、 双号入口担
任验证员 ， 有的置身会场的
某个角落 ， 连会场内的盥洗
室也安排了便衣队员 ， 以防
坏人潜藏其间。

值得特别记述的 ， 是便
衣保卫队中南海分队的一位
队员还奉命执行了一项至今
未被披露的绝密保卫任务。

就在全国政协会议预备
会召开的前一天 ， 罗瑞卿 、

李克农以及中央办公厅警卫
处正副处长汪东兴、 李福坤，

专门把进驻中南海的便衣保
卫队分队长刘忠找去谈了一
次话。

李福坤向刘忠交代说 ：

“ 组织上交给你一个艰巨而光
荣的重大任务 ， 要誓死保卫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李福坤看出了刘忠的不
解 ， 特 别 加 重 了 语 气 说 ：

“ 这一次， 交给你的是一项非
常特殊的任务 。 据我们得到
的情报推测 ， 在这次政协会
议的代表中 ， 可能隐藏着一
名刺客 ， 他可能利用代表的
身份在会议上暗害毛主席。”

他接着说 ， 怀疑的这个
对象就坐在主席台下距离毛
主席不远的地方 ， 必须严密
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 一旦发
现他有要行刺的迹象 ， 不能
开枪 ， 只能用身体阻挡在他
的前面 ， 要绝对保卫毛主席
的安全。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准备让刘忠以政协会议代表
的身份出现在怀仁堂 ， 会发
给一张代表证。

任务交待完后 ， 李福坤
放低声音对刘忠说 ： “ 这件
事要绝对保密 ， 不许告诉任
何人 ， 包括你的队友 。 我会
布置他们在外围与你配合 ，

但他们并不知道你的特殊使
命， 你和我保持单线联系。”

政协预备会议召开那天，

毛泽东也到会了。 刘忠以代表
的身份， 坐在了那个被怀疑对
象的右前方。 他发现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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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左右， 身材高大， 一身西服
革履， 很有派头。 刘忠看了心
想， 领导之所以选中自己担负
这一重任， 大概和自己的个头
比较高有关系。

当会休时， 许多代表步出
会场稍事休息。 刘忠见毛泽东
也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了
身。 这时， 刘忠座位左后的那
个被监视对象， 也站了起来。

刘忠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
儿， 他赶忙跟着站起来， 用身
体遮挡住了那人看往主席台方
向的视线。

只见毛泽东走下了主席
台， 径自向会场外走去。 刘忠
发现那人也朝着毛泽东出去的
方向往前挤， 刘忠随即抢前一
步， 挤在了他的前面， 不让他
超过自己。 当那人试图从他左
面超过时， 刘忠就在左边挡住
他； 当他想往右绕， 刘忠就也
把身体移向右边。 他只有一个
目的， 就是不能让他靠近毛泽
东。

刘忠的左阻右挡， 把那人
惹火了， 他当场和刘忠吵了起
来： “ 你为什么老挡我的道，

我要去看毛主席！” 刘忠也强
词夺理 ： “ 我哪里挡你的道
啦， 我是一再给你腾道， 可你
又不走， 还一个劲儿挤我， 你
这个人怎么搞的？” 旁边的许
多代表不知实情， 也来责怪刘
忠不该挡人家的道， 结果围成
了一团。

走在前面的毛泽东也听到
了这边的争吵声， 回过头来，

眉头皱了一下 。 这时刘忠发
现， 在毛泽东身后早已紧跟上
了好几位保卫工作的领导， 有
罗瑞卿、 李克农、 汪东兴、 李
福坤等人， 他们几乎把毛泽东
围在了人墙中间。 这下， 他心
里稍有几分放心了。

刘忠继续与可疑对象周旋
着， 依然尽力滞缓他的脚步，

直到毛泽东等人步出了会场的
二道门， 根本看不见了， 他才
放过了身后的那位 “ 照顾对
象”。

很久以后刘忠才知道， 当
时领导还布置了便衣队另外几
个同志在门外待命， 要他们看
刘忠的动作行事， 一旦刘忠和
什么人动起手来， 他们就立即
上去支持刘忠。

也是在很久以后刘忠才听
说， 那个被怀疑的对象， 好像
被公安部门逮捕了， 但那人究
竟是否受命刺杀毛泽东则始终
不得而知。

一场与假想刺客的暗中搏
斗一直进行到第一届政协会议
结束， 在此期间， 刘忠时刻准
备着冲上前去， 用自己的生命
和赤诚保卫毛泽东的安全， 他
也由此有幸成为第一届政协会
议有真正代表证的非真正代
表。

(

东平 王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