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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全国首部消防题材电影《消
防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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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消防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世界闻名的新西兰作家，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路易·艾黎曾在虹口消防队担任过小队长；上海消防局第
一任局长徐耀标、第二任局长李铁山、第三任局长陈飞等领导都在虹口消防队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前担任消防总队队长，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消防
处副处长的叶斌勇，原来也在虹口消防队当过队长。虹口消防队不仅培育出一批领导干部，还培育了一批消防专家。如建筑防火专家秦载椿、高
级工程师谢柏金、火调专家施良材都在虹口消防队工作过。因此，曾经有人将虹口消防比喻成上海消防干部和技术专家的摇篮。在这红色的摇
篮里，消防救援人员经受各种磨砺，他们逆行、突击的身影闪烁着忠诚的光辉……

一、迎接解放

三、从学徒工到冠军

二、新生

1949年7月6日，在九泰烟行仅仅做了几个
月小学徒的施良材，和烟行众师兄弟们一起走
上街头，观看人民解放军盛大的“入城仪式”。

扩音喇叭高声播放着歌曲，口号声震耳欲
聋，大场面隆重热烈，施良材只觉得无比的震撼。

隆隆的车轮声响起了，人民解放军攻城部
队的 3个美式榴弹炮团，一个日械摩托化兵团，
一个美械摩托化兵团，这些从敌人手中缴获过
来的战利品，以威武雄壮的列队隆隆开进。骑
兵团的战士们则手执锃亮的马刀，分两路纵队
疾驰而过。车声洪亮，蹄声铿锵，有如古老民
族迎接命运转折的洪钟大吕，又如这个城市迎
接崭新命运的一曲交响乐。

施良材记得那一天，在秧歌队敲锣打鼓
声中，无数的学生、工人、市民手持着鲜花、锦
旗，涌上街头，整个上海伴随着阵阵鞭炮声沸
腾起来。检阅部队行进途中，有的市民爬上
坦克，给战士挂红星、彩条、锦旗，有的姑娘则
把自制的纸花挂在战士的枪上，队伍缓慢行
进在路上……

施良材挤在人群最前面，想上前，又有些不
好意思，他只是一直观看着检阅部队的盛况，只
觉得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如果能加入这样
的部队，那该有多好啊！他无比地期待着！

只是在三年人民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
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敌人，收编的国民党起
义部队数以百万计，可以说军威雄壮，兵多将
广，施良材一直没有加入人民解放军的机会。

1951 年，施良材换了个思路，与人民公安
消防结缘了，按照身为消防队员的哥哥施良彬
所言，公安消防怎么说也是人民武装力量啊！

恰逢上海公安局消防处淮海路嵩山消防

队招消防队员，在哥哥的建议下，施良材急匆
匆跑去报名。但是，报名后第一天的体能测试
施良材却栽了跟头，差点没有通过。

当时消防因为技术的限制对救火人员体
能要求很高，测试时市公安局消防处的有关领
导都在场，身体瘦弱、个头矮小的施良材在竖
扛消防梯和举杠铃、挂梯等几个关键项目都不
合格。消防处领导大摇其头。施良材也蔫头
耷脑，好不沮丧。

就在施良材准备放弃的时候，在场一位董
姓女干事却说：“我觉得这孩子反应灵活，再过
几年肯定能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身体瘦弱不
要紧，年龄小将来还能长身体嘛。”从那一天开
始，施良材正式迈开了自己消防生涯的第一
步，成为嵩山消防队的一名通讯员。

不论是做烟行学徒还是从事消防工作，施
良材始终牢记临出家门时候母亲的叮咛：“听
师傅吩咐，勤学苦练，学真本事。”这句话成为
施良材一生的指南。

施良材 1934年出生在上海一个贫民家庭，
不久，为了降低生活开销，全家搬至杭州。施
良材是家里孩子的老幺，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早
已离家出去谋生。到 1949年春天，家里唯一的
收入来源父亲失去了工作，不到 15岁的施良材
不得不来到上海的九泰烟行做最底层学徒工。
60年后，当施良材回忆起这段经历，是这样说
的：“当时一年 365天没有休息日，每天只有干
不完的杂活儿，什么都得做，一个月的月规钱
只能买五升米，真正想学手艺却学不上。”

早年生活经历的坎坷艰辛，也造就了他顽
强与勤学的品格。投身消防的第一天，施良材
就暗下决心要以实际成果证明自己一定是最

合格的消防员。
消防队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做好通信保障

工作的同时，施良材暗暗憋着一口气，既然体
能不行，那就得加强练，晚上别的同志都休息
了他还在训练场苦练。最初的几年，在队里的
训练场、宿舍、甚至瞭望塔的台阶都能看到施
良材苦练的身影。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施良材技术能
力超过了身边战友，他的体能甚至达到了专业
运动员的水平，苦练的结果给了施良材结实的
回报：在全上海公安消防系统各项测试中都拿
到了第一名。

1955年初，各项训练成绩突出的施良材进
入虹口消防队的消防班，并且成为上海市公安
消防系统的一级消防能手，还成了上海公安体
操队成员之一，经常参加各项汇报表演，每次
作为上海公安体操队队员出场，施良材总能博
得一阵阵喝彩。

在全国第一届和第二届消防运动会中，施
良材分别取得两个单项冠军，被同一批战友誉
为“训练岗位的明日之星”。

195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4年，他成为虹口消防队队长。
1971 年至 1987 年，他在上海吴淞区公安

分局全面负责消防工作，取得突出成绩。在吴
淞分局的日子里，他带领消防工作者们，取得
了上海第四、第五届消防运动会团体冠军。

1987年至1994年，他担任了上海公安局消
防处火灾调查科首任科长。1994年退休后，仍
然被局里返聘三年。他从事火调工作 15年，与
火调科的同事们一起调查了上千起火灾，为人
民挽回了巨额损失，为国家立下了赫赫功勋。

这就是施良材，他的经历能够写出一部大
书，他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在荆棘丛中拖着鲜血
淋漓的双腿，为后来者开辟出一条条前行的道路。

在他的带动下，他所在的虹口消防班以一
套“消防硬功夫”成为全国公安系统闻名的尖
子班！对虹口消防来说，施良材既是一个品
牌，又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

（摘自《虹口消防的百年百人百事》）

“进上海我们是打不得一点儿败仗的。美
国有人预测说，我们共产党进得了大上海，不
出三个月就要退出来。我们接管上海，管理上
海，这是我们执政大城市的能力考验。”1949年
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专门与华
东局领导讨论进占上海问题，如此说道。

毛泽东认为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大
难关”，难在何处？当时担心两大危险：一是解
放上海时，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接管搞不好，进
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就有可能变成一
座“死城”！为此，毛泽东指出：“尽可能完好地
保存上海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
土政策。”

对于负责上海战役的人民解放军总前委、
华东军区和中共华东局来说，这是一块从未啃
过的硬骨头：人民解放既要解放上海，又要保
存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建筑、工厂、电力、交
通、消防等设施，让城市正常平稳地运行……

黎明来临前，党的地下组织正在悄然行
动。这一天，时任上海市警察局消防总队的总
队长叶斌勇见到了中共消防处地下组织的联
系人。

叶斌勇是上海市南汇人，出生辛亥革命元
年。15岁进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火政处虹
口消防队任通讯警，后历任上海市警察局消防
总队见习官佐、分队长、区队长、科长、总队长
兼救护站站长等职。

当时，上海汇集了国民党 25 万海陆空部
队，遍布市区内外的钢筋水泥碉堡近 4000个，
永久半永久的掩体 1 万多座，还埋下了 2 万多
颗地雷，国民党守将汤恩伯称：“我们的大上

海，要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伏尔加格勒第二。
如果上海守不住，就要把它搬空、打烂、炸完！”

而华野司令员陈毅幽默地把上海解放战
役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打掉老鼠，
又不能毁坏瓷器。

于是，在毛泽东亲自起草和批准下发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约法八章》之后，陈
毅又与部下一起起草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
则》，核心精神就是不入民宅不扰民。

地下组织向叶斌勇介绍了毛泽东、陈毅等
中共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并把陈司令员 5月 10
日在丹阳集训中的讲话带给了他。对于解放
上海，陈毅曾经说道：“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
策的前奏，是解放军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见
面礼搞不好，是要被人家赶出来的。记住，我
们野战军，到了城里不准再‘野’，纪律一定要
严！”还特别强调了没有找到营房以前，部队一
律睡马路，坚决“不入民宅”，“天王老子”都要
遵守！

作为一个上海人，对上海这片土地自然是
格外热爱的。叶斌勇也知道上海曾经是个大
染缸，金钱美女烂掉过许多军阀部队和国民党
部队。当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军进入上
海，与腐朽的生活习气融为一体，横行霸道，欺
压百姓，上海市民因此给国民党中央军编了一
个顺口溜，说是“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
遭殃。”叶斌勇对此也是深恶痛绝！

看着手中散发着油墨香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布告》《约法八章》以及《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
则》，叶斌勇感慨万分，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
积极配合中共地下组织，大量印刷这些规章守

则，号召全体消防员工坚守岗位，原地待命，随
时准备出动扑救火灾，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

5 月 12 日，上海战役打响。在茫茫雨水、
一片泽国中，人民解放军奋勇作战，锐不可挡。
只用时半个月，上海解放，这座中国最大的城
市回到了人民手中。

5 月 27 日晚上，下着小雨，到处都是湿漉
漉的。一个一个连队，派出警戒后就在街道两
边的人行道上躺下，尽量躺在一条水平线上，
只要一声令下，即可弹跳而起，形成一路纵队
开拔。第二天清晨，上海市民发现绵绵细雨
中，马路牙子上躺满和衣而卧的解放军官兵。
解放军睡马路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上海大街小
巷。美国合众社当时报道了这一场景：“中共
军队军纪优良，行止有节，礼貌周到……虽然
有许多大厦是大开着，可以用来做军营，而中
共军队仍睡在人行道上……”这个报道在国内
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上海市民纷纷从家里跑出来，请解放军到
自己家里避雨。战士们婉言谢绝，谁也不去。
有的赶紧跑回家中，拿出所有雨具，站到战士
们中间为他们挡雨。有的市民送饭送水送点
心，一些外国居民还送来饼干香烟，但是解放
军忍着饥渴，不要一口水，不取一根线，礼貌谢
词，丝毫不犯。

5 月 29 日，在叶斌勇的协助下，上海市军
管会军代表张克生到河南中路 280号国民党上
海警察局消防处、消防总队实行接管。

6月 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后，
消防处又成为其下属七个处之一。为确保消
防人员、车辆、器材安全作出积极贡献的叶斌

勇，担任了市公安局消防处第二副处长兼消防
总队总队长。从此，他更加勤奋地工作，立志
为消防事业奋斗终身。

叶斌勇干了 20多年的消防，从最初的操作
者一直做到消防高层管理者，是新的人民政府
急需的消防人才。为此，1951年，公安部三局邀
请他编写消防教材，同时在中央公安学院消防
班讲授课程，还受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接见。

叶斌勇热爱消防事业，刻苦钻研消防业
务，对消防技术精益求精。他克服文化程度不
高的困难，先后参加编写《防火与灭火》《火灾
防范》《火的威胁》《消防训练与操典》等消防丛
书，受益者无数。

叶斌勇任职期间，每遇火灾，他必定亲临
火场指挥灭火战斗。1950 年 7 月 7 日晚上，德
利运输公司江湾路堆栈发生废影片自燃爆炸
特大火灾，消防处出动消防车 17 辆，消防员
270人，在叶斌勇的指挥下，经过 3个半小时扑
救，避免了更大的爆炸事故，受到陈毅市长的
表扬。

当然，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忘记他的付出，
1950 年和 1958 年，叶斌勇曾两次应邀赴北京
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

从虹口消防开始，叶斌勇在消防战线奋斗
60 余载，深受同行、同事们的尊敬。1979 年 5
月，路易·艾黎来沪时，专门去拜访在半个世纪
前曾共事消防工作并结下深厚友谊的叶斌勇，
一时传为佳话。

1980年 8月，已经离休的叶斌勇被聘为公
安部上海消防科研所顾问。1988年 12月 14日
病故。

1950 年 11 月，在顺利接管上海警察局消
防总队，成立人民公安消防一年多后，上海市
人民政府公安局消防处接管了民办救火会。

上海的民办救火会，最初的组成成员是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参加者、支持者、同情
者，因而，在租界时期走过一段辉煌的历程。
而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一方面，地痞流氓混杂
其间，为非作歹，甚至被帮派头目操控；另一
方面，这些民间组织已具备了相当的灭火实
力，在力量上，几乎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安
消防队不相上下，而且所辖地区又多为棚户
区。因此，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一个重要
的课题。

当时，大部分民办救火会人员提高了政
治觉悟，纷纷要求政府接管。有的已经自发
组织起来，揭发救火会里的黑幕。素居统治
地位的会董、理监事、主任们，有的等待观望，
有的心中惶恐；少数有罪恶的则四散奔逃；也
有人企图浑水摸鱼，捞取经济利益。

由于人民公安消防秉持“为人民服务”的
公益性质，大受欢迎。许多民办救火会经济
困难，信誉下降，难以为继。广大人民群众更
是纷纷投书报章，要求人民政府接管民办救
火会。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经过调查了解，摸
清情况，决定对救火会尽快予以整顿、接办。

1949年 8月，市公安局在消防处增设了民
防科，通告各民办救火会、救火队于 8 月 14 日
至 30日到消防处进行登记整理。

同时，确立了团结、扶植、教育、改造的接

收整理方针。经过发动群众学习讨论，检举
揭发坏人坏事；掌握账册，清点登记财物、器
材装备；调整人事，明确录用人员名单等各项
准备工作后，正式开始分期分批接收，1950 年
底顺利结束。

各救火会原有车辆和愿意留职的 517 名
消防队员，列入市公安局消防处编制序列；原
各救火会“××区救火联合会××救火会”的名
称，更改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消防处××
区××消防队”，江湾救火会也正式更名为上海
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消防处沪北区江湾消防队。

在“整套接管、逐步改造”的方针下，新上
海的消防事业重整旗鼓，呈现出一派崭新局
面。从此，隔阂几十年的“官办”“民办”消防统
一起来，上海各区的民办救火会获得了新生。

1956 年，消防工作实行市公安局、分局、
派出所三级分工管理后，各级公安机关调整
充实企事业单位和里弄义务消防队，在有条
件的工厂成立专职消防队，配备消防泵浦和
消防车辆。

消防部队的发展有其自身脉络，在 1965
年全国实行消防兵役制之前，基本上是民警
制，管理比较松散。而上海消防的老底子大
部分是旧上海的救火会存留过来的，新中国
成立后做了一次比较大的消防警员补充，有
部队转业过来的，有地方工人招来的，地方性
仍旧很强。

1965 年实行兵役制，消防部队在管理和
战斗力提高这两方面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
展，但仍然是民警制和现役制并行。此时，虹

口区境共有义务消防队 459个、队员 1.5万人。
1973 年，公安机关按街道组建消防联防组，开
展互相检查督促，消除火灾隐患工作。

1983年 1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
后，三警合一，消防并入武警序列，管理方式
模式、接警原则全部按照军队标准实施，消防
开始飞跃式发展。

1985 年 4 月，虹口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建
立，由分管公安工作的副区长兼任主任委员，
协调全区防火工作，各街道（镇）相继成立防
火安全委员会。

1989 年 7 月，建立区消防联防大队，10
月，各街道（镇）成立消防联防中队，联系指导
辖区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委员会义务防火员的
日常防火工作，基本健全了消防防范网络。

到了 1991 年，上海市公安消防处改成上
海市消防局。虹口消防队的全称就成了“武
警上海市消防总队第五支队虹口消防中队”，
区境工厂有专职消防队 15个，消防车 13辆。

1993 年，区境灭火工作主要由市公安局
消防总队四支队江湾消防队和五支队虹口消
防队负责。

1994 年，虹口救火会旧址入选第二批上
海市优秀历史建筑。2007 年 7 月，虹口救火
会进行大修，修复后于市民开放日接受游客
访问……

虹口消防作为中国最早的近代消防队诞
生地，它与时代共同前进，为保卫上海人民
的生命财产作出了卓越贡献，它的名字熠熠
生辉！

▲ 上海虹口消防中队是 20世纪 60年代影响
全国的“消防硬功夫”先进集体。图为施
良材（后排站立者）与队友在一起

▲ 2002年 2月，江湾中队回迁进驻仪式

▲ 虹口飞檐走壁“硬功夫”

▲ 1964年 1月，悼念在光华印绸厂大火
中牺牲的烈士许泽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