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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犍为县人民法院从1951年成立至今已走过了48年的风雨历程。1986

年本院有了第一部记录法院历史的志书，记载了从1941年犍为县地方法

院建立至1985年犍为县人民法院45年历史的粗略状况。1985年后，国家

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法律制度日益完备，执法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执法水平和执法力度有了进一步提高，审判工作和法院建设取得了丰硕成

果。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又

把这一基本方略写进了宪法，因而人民法院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历史使

命，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重要性日益被人们所

认识。这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将它记录下来并留之后世。

<犍为县人民法院志．续编》的编纂工作始于1999年6月。在县志办等

单位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本院认真组织人员，通过仔细搜集、整理、核

实、筛选史料，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法院的机构设置、审判、执行和

管理工作、各项建设、党群组织、人物等进行了分析研究，本着尊重历史、

尊重事实的原则，如实反映本院14年来审判工作和建设以及法院改革所

取得的巨大成就，总结工作中的得与失、成与败，着力反映审判工作的特

点和时代特色。

<犍为县人民法院志．续编》记述了本县14年来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是本县法制建设的一块里程碑，是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硕果。志和鉴是一面明亮的镜子，照照我们过去走过

的路，看看现在的现实，想想跨世纪的工作，将大有裨益。愿本志能达到

存史、资政、教化之目的。以此为序。

院长：周大乾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为指南。

二、本志上限起自1986年，下限断至1999年，有的史料向上延伸，以保

持历史的连续性。地域以现在的行政区域为主。

三、本志设志、传、表、照、录，以志为主。分列概述、大事记，机构、

审判工作、执行、管理、建设、党群组织、人物等章节。

四、本志采用记述体语体文，简化字以国家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标点符号以国家出版总署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年代、数字、百分比、

表格等用阿拉伯数字。计量以法定单位记述。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记述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大事、要事、新事。

跨年代的事件分年作阶段性记述。 ，

六、人物本着“生不立传一原则。对有特殊贡献的在世人物，采取由法院

党组确定人选，编纂人员拟稿交本人审核的办法，对先进事迹采用作简介的办

法记述。

七、本志资料来自多方面：县志办的年鉴、本院和县档案馆的档案材料、

知情人的介绍等。年度表格数据以本院统计报表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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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犍为县人民法院成立于1951年7月20日，院址在玉津镇原地方法院旧址(现

犍为县第二汽车运输公司处)，后多次迁址，至1958年12月迁入北街现法院住

地。

新设立的县人民法院条件简陋，人员不稳定，法院院长先由县长靳柱阳兼

任，后又频繁更迭，至1957年刘建东被选为院长才稳定下来。由于法律制度尚

未建立，。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规范性差，主要依据党和国家的政策。1954年9

月I：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后，法

院审判案件才有了最基本的程序制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法院被砸烂，

工作瘫痪。1973年1月县法院才恢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宏伟战略，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任

务，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十六字

方针。从此，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得到了蓬勃发展，县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

也开始步入正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法律，如修改了‘宪法》、

‘人民法院组织法》、‘婚姻法》等，新颁布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

通则》、<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继承法》、‘合同法》等许多重要的法

律。21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颁布的300多部法律涉及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是我国走向法制化和人民法院据以审判的根本保证，此外，国务院

还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规。这样，我国已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基

本保证了有法可依。

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基本目标。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立了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和目标，标志着我国的民

主和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人民法院的工作正朝着更加规范、

公正的方向发展，并担负起更加重要的历史史命。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人民法院的司法职能不断得到强

化。法院由过去单纯的惩罚犯罪、保卫社会的职能，变为主要调节民事、经济、

行政关系和其他各种法律关系的职能。可以说，人民法院的司法职能已伸展到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986年以来，人民法院处理的案件类型在不断增多，数

量在不断增加。1986---1999年14年间县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案件17175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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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每年以10．6％的速度递增，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诉讼标的总金额为9169．52万

元，破产案件涉案标的达2亿多元。受理的案件中，刑事案件2476件，民事案

件13126件，经济案件1473件，行政案件102件。县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坚持改

革路线，坚持法律规定的各项审判制度，在县委领导、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为维护本县的社会政治稳定，维护国家工作大局，促进

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本县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维护广大公民的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各项权利，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全民法律

意识和法制观念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作出了不懈努力。

为了搞好审判工作，从1989年起，县法院就开始摸索审判方式改革之路，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倡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从1996年起加大了改革步

伐：推行当事人举证、强化庭审功能、下放部分案件判决权给审判人员，增强

了审判工作透明度，提高了法院工作效率，提高了审判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责

任心。

在加强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县法院努力搞好执行工作，积

极依法执行人民法院的裁判、仲裁机关的裁决、行政机关的决定、公证机关的

公证等生效法律文书，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捍卫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发挥了司法强制力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量有了较大增加，

执行难度也越来越大，“执行难"成为困扰法院的一大难题。县法院在执行中曾

几次遭遇暴力阻碍。但是执行人员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克服重重

困难，排除干扰，并不断探索执行工作新方法，执行了大量的案件。1986年一

一1989年，县法院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4831件，已执行4727件，执行金额为
2000多万元。1994年以来，县法院还为破产企业执行了大量债权，共为犍为瓷

厂、犍为长航运输公司等lO多家破产企业追回了540多万元资金，为顺利落实

破产企业职工安置打下了坚实基础，为维护本县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

14年来，县人民法院狠抓行政管理工作，保障和促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

展。法院在职工作人员总数从1985年底的59人发展到1999年底的91人，I：法

官法》和<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的颁布实施，使法官管理和法警管理实现了法

制化、正规化；到1999年，法院财务管理实行了“收支两条线”，干警人均工

资与1985年相比增长了7倍；住房管理实现了从福利分房到住房商品化的住房

制度改革，78户住户买断了所分的公有住房；1999年底，法院档案管理工作达

到了“四川省机关档案工作三级标准一。

1986年以来，县法院的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法院有了很大的发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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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民法庭建设”的任务到1998年底全部完成，6个人民法庭均有了较为宽

敞的办公和生活用房，院机关内也建成了三幢宿舍66套住房，基本满足了职工

住房的需要。办公设施也有了很大改善，配置了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现代化

办公设备，汽车、摩托车、电话、手机、传呼机等现代化交通、通讯设备也在

逐年增多。设备的改进，使办公效率得到了提高。在物质条件改善的同时，法
院更注重人的素质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学习和培训，加强廉政建设、

制度建设，使干警素质得到了提高。14年来，法院培养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

大专以上学历的干警31人，具有中专学历的干警27人，具有太专以上学历的

干警总数从1985年底的6人，增加到1999年底的42人。1997年，法院被命名

为“县级精神文明单位"，做到了“两个文明"同发展。14年来，法院及各庭、

室、科：队获省、市、县奖励90次，干警获省、市、县奖励200多人次。

在搞好审判工作的同时，法院注重抓好党建工作，加强党对政治思想工作

的领导，不断壮大党员队伍，以此促进队伍建设和各项工作。1985年底法院有

党员48人，到1999年底已有党员84名，团员7名，党、团员人数在法院现、

退职人员中占了绝对优势，他们是法院的主力军，在工作中勇挑重担，起好了

模范带头作用，使法院各项工作连年超额完成任务。工会、妇委会等群众组织

在反映职工疾苦、解决职工后顾之忧，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

总结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跨世纪的人民法院将谱写更加美好的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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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 986年

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法院干警应该遵守的8条纪律，即法院干部

。八不准"。其内容为：一、不准主观臆断；二、不准徇私枉法；三、不准贪赃

卖法；四、不准吃请受礼：五、不准索贿受贿；六、不准经商牟利；七、不准

欺压群众：八、不准泄露秘密。

7月，经县法院和犍为县定文区公所协商同意并报县政府批准，将定文区公

所94．5平方米平房和27平方米空地划归定文人民法庭作办公和生活用房。

12月23日，县编制委员会同意县人民法院设立行政审判庭。

1 987年

1月，根据法院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犍为县人民法院目标管理责任制》、《犍

为县人民法院公务费、业务费计件包干办法(试行)》。

2月，县人民法院经济庭庭长谢尧清调犍为县人民检察院任检察长。

2月，柳初焯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连任县人民法院院长。

3月17日，受理个体屠户王永堂诉犍为县畜牧局不服猪肉销毁处理决定一

案，该案为乐山地区受理的第一起行政案件。

4月6日，石溪人民法庭和石溪区公所合建成办公和生活用房。法庭办公室

和4套住房面积为303．10平方米。

4月30日，孝姑区公所划拨平房4个套间179平方米给孝姑人民法庭作办

公和生活用房。

6月lo日，犍为县总工会同意黄元宣、颜家泽、黄林莉、黄祯文、许廷文

5位同志组成县人民法院第一届工会委员会，黄元宣任工会主席，颜家泽任工会

副主席。县人民法院工会组织从此成立。

8月，按县人大常委会安排，对贯彻实施民事法律政策情况进行了．自查自纠。

1 1月16日，县编制委员会批准设立执行庭和告诉申诉审判庭。

1 989年
’

2月27日，县法院以犍法(1989)字第5号文件印发了‘关于改革案件审

批办法的意见：》．

6月，罗城人民法庭建成三楼一底办公室和生活用房386．5平方米，其中宿

舍6套，办公室2间。
8



1 990年

1月lO日，肖占虎当选为犍为县第十一届县人民代表。

1月13日，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给易元楷记三等功1次。

3月，副院长肖占虎在犍为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人民法院院

长。 ．

4月6日，犍为县东风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件，县法院及时派出数十名干警

参加了该次事故的抢险救灾工作。

6月4-8日，县人民法院举办第l期行政执法干部<行政诉讼法》培训班。

7月2日，县编制委员会以犍编函发(1990)第26号文件，同意县人民法

院设立政工科。

8月30日，县人大常委会任命王克勤为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12月24日，县法院以犍法(1990)字第85号文件，规定公务费、业务费

计件包干使用办法，对全院各庭、室、科办案所需的笔墨、纸张、差旅、车油

等费用实行全额包干使用。

12月26日，新建的l幢职工宿舍竣工验收，共1底5楼24套住房，建筑

面积2134．70平方米。

1 991年

1月

陈玉儒、

2月

3月

对东风煤矿透水事故案进行公开审理，事故责任人陈文根、易金斌、

梁进章分别被以玩忽职守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

全院开展了“向彭学文同志学习一活动。

县法院开展了“人民法院为人民，人民法官爱人民”的爱民宣传月活

动。。

7月，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给李益林记三等功一次。

8月lO日，清溪人民法庭新建成l幢6套住宅楼，建筑面积394平方米。

8月lO日，龙孔人民法庭新建成3套住房和I套办公用房，建筑面积208

平方米。

lo月，依照<民事诉讼法》督促程序，县法院发出了首份支付令。

1 992年

5月，县法院成立以李开顺为组长，郑永长为副组长，秦祖海为成员的纪律

检查小组，狠抓干警作风建设。

6月30日，按上级要求进行房改，完成了40套旧房的房改任务，收回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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