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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清末，盐城地区司法与行政合一。各县知县兼理狱讼，审理

各自管区内的民、刑案件。

1912年，盐城地区各县相继成立地方审判厅。民、刑案件由

审判厅依法独立审判，不受地方行政长官的控制和干涉。1913年，

各县审判厅与检察厅合并为地方审检所，并由县知事充任所长，

代行检察职务，另设帮审员审理案件。名义上司法仍然独立，实

质上司法又与行政合一。1914年，各县复裁地方审检所，审判权

重又并于地方行政长官手下。审翔制度形同虚设。尤其是在诉讼

中，多用酷刑进行刑讯逼供，并限制人民辩护、申请、回避等，

贪官污吏曲断徇私，·致使冤、假、错案不断，多少无辜的百姓屈

，死在狱中l 1935年至1938年4月，各县讼案积压很多，盐城和阜

宁县增设清理积案委员，但审判权仍操掌予地方行政长官之手，

东台县成立地方法院。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台县仍恢复县长兼理

司法制度。同时，各县建立的汪伪政权，亦实行县长兼理司法制度。

1940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盐阜区各县民主政

府，并在各县民主政府内设司法科，盐城地区人民司法工作由此

而开端。1942年lO月，盐阜区高等法院宣告成立。同年11月，盐

阜区行署颁布《盐阜区司法工作大纲》等法规。从此，盐城地区

的人民司法工作初具形式。在抗日战争中，人民司法机关认真贯

彻抗战建国纲领，保障一切抗日军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重点打

击那些严重危害抗日的汉奸、土匪、不法地主和国民党特务分

子，惩治贪污，禁烟禁毒，及时制裁杀人、放火等严重危害社会

治安的开j事犯罪分子，维护抗日根据地的安全。同时，积极审理

民事案件，依法调整抗日各阶层的利益和关系，团结抗战。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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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行公开审判、巡回审判和人民代表陪审等制度，废除肉刑，

取缔土讼，广泛开展民间调解工作，初步形成了人民司法工作依

靠群众的优良传统，是盐城地区司法史上的首创。在解放战争

中，继续实行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重点打击危害解放区人民利

益的恶霸地主、国民党特务、反动会道门头予以及其他严重刑事

犯罪分子，巩固革命秩序+，防止反动破坏。同时，通过审判婚

姻、土地、债务等纠纷，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逐步在盐
城地区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1948年，配合土地改革运动，各县

成立临时人民法庭，放手让农民作主，直接审判与惩办一批罪大

恶极，群众痛恨的封建恶霸、反动地主以及违抗或破坏土改的罪

犯。同年，盐阜区第五届司法会议决议，废止执行国民党政府颁

布的一切法律。盐城地区是全国较早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酶

地区。1949年7r月，各县审判机关统一改称人民法院。自此，盐

城地区的人民司法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盐城地区两级人民法院依据国家

法律，法令，配合土改(土复)、镇反、三反、五反和贯彻新婚
姻法等社会改革运动，积极开展耐事、嚣事审翔工作。同时，1952"

年开展群众性的司法改革运动，进一步清除旧法观念和旧的司

法作风，调整干部，坚持依靠群众审判案件，1953年开始实行正

规审势。通过大张旗鼓的公开审翔活动，严厉惩罚了～叛革命
罪犯和其他严重刑事罪犯，保护了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合法
权益，为扫除封建残余势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

立新前社会关系包括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
发挥了很大作用。

1954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入民法院组织法》。1955年，盐城地区两级人民法院开始走

上依照法定原则、制度办案的新阶段。同年，在第二次“镇反”

运动中，正确·合法、及时地审翔一批反革命案件和其他严重升上

事犯罪案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l醅8年，摘司法工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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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盐城地区两级人民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一度分工不

明，部分刑事案件从侦查、起诉到审判由一人负责到底，辩护、

回避、合议、上诉等制度也遭到不适当的批判和否定，以致审判

工作出现不应有的差错。1962年，盐城地区两级人民法院进行回

头总结，恢复法定的审判程序及制度，并对“大跃进”中，判处

的刑事案件甄别复查，纠正了一批错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盐

城地区两级人民法院无形被取消，成立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军管期间，主要审判刑事案件，审判工作依据“公安六条"，造

成了大量的冤、假、1错案，民事审判一度停止。1973年，盐城地

区两级人民法院恢复建制。1978年，随着国家不断重视社会主义

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立法，盐城地区两级人民法院逐步恢复并

健全各项审判制度。同年3月，对1966年至1976年判处的政治案

件及其他刑事案件进行全面复查，对部分“文革”前和“文革"

后判处的刑事案件亦进行复查，平反、纠正了一批冤、假、错

案。1982年，盐城地区两级人民法院开展经济审判工作。1983年，

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称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同年9月，遵

照中共中央指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盐城市两级人民法院积

极投入“严打”斗争。在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方

针和稳、准、狠的原则，突出重点，严厉打击一批杀人、放火、

强奸、流氓集团、重大盗窃等七个方面的严重刑事犯罪的分子。

并运用审判职能，依法公开审判，震慑犯罪，教育群众。经过

数次集中打击，充分显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为遏制犯

罪，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85年，盐城市两级人民

法院加强打击经济领域里犯罪活动的斗争，坚持依法从重从严惩

处一批贪污、诈骗、盗窃公共财物等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

同时，进一步加强民事审判，大力开展经济审判，积极调整民事
和经济法律关系，为促进生产力发展服务。1986年，盐城市两级

人民法院加强执行工作。1987年，盐城市两级入民法院开始积极、

慎重地全面开展行政审判，同时开展告诉申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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