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痒

《天水市检察志》终于完稿了，这是一部文约事丰、详

今略古、特点突出、资料性强的专业志书。它通过对许多

史料的缜密研究，纵写了我市检察工作的历史渊源，详细

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市检察

工作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全貌，及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它

不仅为进一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我市的检察

工作提供了借鉴，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承

的宝贵资料。 ．

‘

此志的付梓，编写人员倾注了不少心血，经过三年多

的努力，几易其稿，完成了编写任务，这是很不容易的。尽

管志书的内容会有疏漏和不足，却为读者提供了天水检察

工作的翔实资料，可望对了解和研究天水政治、法律制度

有所裨益。 蚪，

贪 建 民

一九九六年元月



凡 例

一、本志叙事从1922年起，至1 989年底止。 ，

二、本志所述“天水两级检察机关”，是指1985年7月

撤地建市前后的．“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天水分院"、“甘肃省

天水市人民检察院’’和秦城、北道、秦安、清水、张家川、

。甘谷、武山等县、市、区人民检察院。以前的天水市为现

-在的秦城区，．以后出现的天水市为现行区划。

‘． 三、本志行文中所写“建国前"、“建国后”，即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前和建立后的简称，并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横分门类，纵向记述；结构以章、节、目安排，

按述、记、志、图、表、录六个体裁编写。卷首有概述和大

事记，’综合而概要地介绍天水检察机关的历史和现状口志

文设机构设置和人员、刑事检察、经济检察、法纪检察、．监

所检察、控告申诉检察、其他检察业务、先进人物共八章

和附录，全文约十一万余字。。 。

五、本志行文中所写“检察署"、“检察院"、“省院"、

“分署"、．“分院"、“市院”等名称，简称的变更，是依据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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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变化记述的口所写公、检、法，是指公安、『一检察、法院

三机关的简称。 ，

‘六、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是天水市检察院1 951年至，一

1 989年归档的文件卷宗和省检察院、天水市档案馆、省档

案馆的一些历史资料，同时收集采用了部分口碑资料，还

向秦安、北道等县区检察院收集了1 96 6年前有关天水分

院检察业务的史实和历任检察长名单。 ’、

七、本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关政治运动的史实，按

“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立专章记述，散见于“大事记"和

有关章节口
’

八、本志收录人物，按“生不立传”的原则，除对历届

检察长、检察员和出席中央、省、市的先进代表列册外，、对

有突出事迹的先进人物只记述于有关章节。

九、本志所说“严打”，指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

争。“两打"斗争，指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和打击经济犯罪活

动的斗争。 ．，．

十、本志按现行区划命名《天水市检察志》，其资料、初

稿、修改稿和审定稿，存市检察院档案室，以资查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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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旧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都十分重视法

律监督作用。自秦汉以来，封建统治者所设之御史、总督、

巡抚、按察使等官吏，其执掌与检察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御

史制度在提高封建统治效能，巩固封建统治地位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清末光绪年间，清政府改革司法制度，效法资产阶级

国家，实行检察权与审判权分立制，打破了封建司法制度

审检不分的格局，是近代中国检察制度的开端。

清朝覆灭，北洋军阀执政，沿袭清制，在天水设地方检

察厅，因军阀混战，检察职能未能发挥。

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执政，实行“审判、检察”合

署，在各级法院设检察机构，行使检察权。1 928年，甘肃高

等法院第二分院(天水)设检察处，配有首席检察官一人，

后又配检察官、书记官若干人。其职能为实施侦查，提起公

诉，实行公诉，监督裁判之执行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

诞生，揭开了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的新篇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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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检察署天水专区分署(以后简称分署)是

在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于1951年4月正式成

立的。建署初期，根据《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规

定的检察职能，受上级人民检察署和同级人民政府的双重

领导，积极参加了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土改复查”、

．“粮食统购统销"、“贯彻婚姻法’’等党的中心工作，配合公

安、法院办理了一批反革命、地主、恶霸等案件，承担了部

’分案件的批捕、起诉和出庭公诉任务，为巩固新生的革命

政权，保卫人民胜利果实，解放生产力，发挥了应有的作

用。在“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

一贿受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
。 济情报)和司法改革运动中，严肃处理了一批贪污盗窃分

子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乱纪案件，纠正了一些错

判和判处不当的案件，依法打击了破坏革命运动，破坏生

产建设，扰乱社会治安的各种反革命和各类刑事犯罪分

子。

， 1 954年9月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

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又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机构的设

置，法律监督职能，领导关系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1 955

年1月，甘肃省人民检察署天水专区分署更名为甘肃省人

民检察院天水专区分院(以后简称天水分院)，扩充了机



构，增加了人员，在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等方面更趋于完

善，逐步开展了各项检察业务，直至19 5 7年上半年，在镇

压反革命、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同各

种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斗争中，发挥了法律监督的职能作

用，保障了党的政策、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实施和正确执

行，检察工作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但是，1 95 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错误和1 9 5 8年的

“大跃进"、“共产风"，使检察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在办案

上实行“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和“一杆子插到底"，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实际上被取销。1 961年对上述

错误进行了批判和纠正，恢复了检察机关的批捕、起诉、二

出庭公诉的职能和其他业务工作。 ．_ ．。1。“

1 963年至1 96 5年，贯彻中央提出的依靠广大人民群。

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方针和“治安要好，捕人要少．，，、

“区别对待，多种处理”的政策，政治案件和刑事案件均大

幅度下降，所办案件质量亦有所提高。

1 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检察机关受到冲击’，检

察业务逐步减少。1 968年7月，天水两级检察机关由公安

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实行军事管制，分院和天水市检察院

干部被集中到铁职校(现电缆厂)搞所谓“斗、批、改"、“清

理阶级队伍"，后又下放武山县四门乡和墁坪，五、七’’干校

劳动锻炼。1968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五个中央单位
一3一



的军管会报告中共中央，请示撤销检察机关，经批准，最高

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被明令撤销。天水检察

分院和各县市检察院亦不复存在，有关工作由地、县、市公

安机关军管会、保卫部取代口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能

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从此，检察机关的撤销被合法化，检

察制度一度中止。

1976 2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

乱。党中央决定进行拨乱反正，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重新组建

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指示，1978年，天水两级检察机关开始

重建，1 979年3月，天水检察分院正式对外办公粤在人员

少、条件差、新手多的情况下，克服困难，边学边干，担负

起各类刑事案件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工作，

其他检察业务也陆续开展起来。

1 980年，全面实施《刑法》、《刑事诉讼法》，各项检察

活动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法制原则，行使了国家

赋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在刑事检察工作中，严格依法办案，把好审查批捕、审

查起诉关，认真实行对侦查与审判的监督。1983年至1 985

年三年“严打"中，依法从快批捕、起诉了一大批严重危害

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分子。1985年以来，两级检察机关积
一4一 ◆



极配合公安、法院，‘开展了有声势的反盗窃专项斗争。1 985

年和1 986年，批捕、起诉的盗窃犯分别占刑事案件两年总

数的50％。 ，

在经济检察工作中，依法查处了一批贪污、行贿受贿

等经济犯罪案件。1 982年以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天水两级检察

机关把办理经济案件作为中心任务，严厉打击了经济领域

中的严重违法犯罪活动，对保障全市经济体制改革、政治

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1980年至

1 9 89年，共侦办各类经济案60．4件，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

济损失248万余元。

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的同时，依法查

处了一批玩忽职守、重大责任事故、诬告陷害、非法拘禁．

等法纪罪案，为端正党风，克服官僚主义发挥了一定作

用。还加强了控告申诉检察工作，自查自办案件逐年增多。

依法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认真复查了“文革"中和“文

革"前检察机关经办的部分历史案件，对“文革”前检察机

关免诉的案件全部进行了复查，经复查，撤销免予起诉的

案件占复查总数的52．8％。

监所检察工作，通过对看守所、劳改队和省少管所的

检察监督，纠正了监管单位在执行法律、政策中存在的问

题和少数干警的违法乱纪行为。同时，与监所劳改部门密
一S——



切配合，整顿监规，打击“牢头狱霸力和被监管人员的重新

犯罪活动。对维护监管改造秩序，促进文明管理，保障判

决、裁定的正确执行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在履行各项检察职能的同时，注意加强了法律和政策

的研究工作，调查掌握各个时期犯罪活动的特点和规律，

积极开展法制宣传，参与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为打击各

类犯罪，争取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做了大量工作。在队伍

建设方面，经常注意对检察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

德教育，重视业务学习和培训。为加速人才的培养，1 988

年6月，在全市检察系统开办了电大和检察专业证书教育

班。

天水市检察机关创建39年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现已初具规模，交通

工具、侦查技术装备、枪支配备、办公用房、干警统一着装，

都是前所未有的。组织机构设置健全，各项业务制度趋于

完善，并具有政治和业务素质较强的一支检察队伍，全面

担负着法律赋予的各项检察监督职能，为天水市的改革

开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