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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撰《人民检察院志》，在县委的领导下和县志编委的指导下

进行的，是检察机关史无前例的大事，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

现实意义。这不仅是为新修县志提供资料，更重要是全面系统地记

述古往今来检察工作的概况，从中探索规律，提供历史借鉴，为建

设社会主义“四化”服务，为法制建设服务，为子孙后代提供和保

存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同时，通过本志反映出检察机关本身的成就

和先进业绩，亦可教育新一代继承光荣传统以利于今后工作取长补

短，作出更大成就。

编写院志工作，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充分发动干警，提供情

况，依靠群众，采访口碑，查阅了县档案馆保存的历史资料和检察

资料；还派员前往什邡、灌县等兄弟单位去学>--j他们的修志经验并

采访有关检察工作的史实资料。在编撰整理资料中，我们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新观点、新

方法、新内容的“三新”方针，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鉴古

观今，古为今用”的原则，以史实为依据，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客观而真实地记叙历史的本来面目，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分编、分章、分节地进行了编写。

本志初稿完成后，经院党组逐编、逐章、逐节进行审查讨论，

提出意见加以补充修改后，报经县志编委审查验收定稿。但由于史

实资料残缺不全，清代和国民政府时期有关检察资料，仅据点滴和

其他侧面反映而整理。解放后，建院以来的档案资料，在“文化大



革命”中被损坏大部无存。因此，这部院志突出编写党的“三中全

会”以来，重新建立检察机关的工作全貌。

编志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没有经验，政

治、文化水平低，在资料的取舍上，体例的逻辑上，大有不足之

处，再加之时间紧迫，遗漏、差错在所难免，殷切希望读者见谅。‘

在此，特向这次协助、支持编撰本志工作的有关单位和同志们表示

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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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在编写中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按照篇，章、

节、目，既照顾到历史发展顺序，又作了必要的综合，一事一叙的

作以记叙。

二、本志在编写过程中，由于历史多变，资料失散，对“文化

大革命”前的检察工作从略； “文化大革命"中，检察职能终断更

略，主要编写粉碎“四人帮”后，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重新建院

以来检察工作的新风貌。

三、本志以文字叙述为主，兼有图表，力求图表为内容服务。

在文体上用语体文记叙，加标点符号，对年、月、日一律用中文，

在某些数句上和表格中使用阿拉伯数字。

四、本志只对解放后建院以来历任检察长作简介，不涉及其他

人物．

五、本志上限追述于清末时期有检察机构开始，下限至一九八

五年lE。



概 述

检察之制，起源于清，光绪三十二年谕荆部改为法部，专任司

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司审判。并于各审判衙门内分别设立总

检察厅及高等、地方、初级检察厅，置检察长、检察官等员。其职

权是： 卯凡刑事案件皆由检察厅搜查证据而公诉之，并监督判断之

执行；并为诉讼当事人、或公益代表人，实行特定事宜”。此制褥／

延至民国和北洋军阀政府以及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加以部份修改

外，余皆沿其制。

但从盐亭的历史上，设检察官参与诉讼活动，始于民国二十九

年(1940年)，在此之前，均末设立过检察机关或类似检察机关的

机构。从历史资料看，辛亥革命前，盐亭县实行的是“政法统一制’’，

无专职司法机构。县令、知事执掌全部司法事务。中华民国建立

后，县衙改称县知事公署，县令改称县知事，总管全部司法大权。

民国十九年(1930年)，县知事公署改称县国民政府，县知事改称

县长，则由县长兼理司法事务。民国二十九年(1 940年)，盐亭县

国民政府在县内设置了“司法处”，专管司法事务。其时，根据省

高等法院《县司法处组织条例》的规定，成立了司法处的县，便由

县长兼任检察官。其职权是： “实施侦查；负责公诉和自诉；指挥

刑事裁判之执行”。此制，直到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1949年12月)：

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盐亭，宣告了国民政府统治的覆灭而彻底告终。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

下，为加强我国法制建设，在建国的初期，经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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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最高人民检察署。陌年十二月，由最高人民检察署制定了

《最高人民检察署组织条例》，经毛泽东主席审批暂准执行。又于

一九五一年九月，经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二次会议通过颁布了《各地

旗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明确规定了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的组织、

职权、领导以及与其他机关均关系。同时，中央要求一九五一年将

备级人民检察署普遍建立起来。但我县当时未建置，一切刑、民案

件，．分别由公安、法院办理。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一部宪法公布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由，人民检察署改称人民检察院。该法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

置、组织领导、职权范围、人员任免等，均作了具体的规定。盐亭

县于一九五五年始成立了检察机构，置检察长、检察人员，边筹建

边开展业务工作。其工作任务除开展批捕、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外，

还执锰侦查、．审判、劳改、一般监督等。从盐亭县人民检察院诞生

后，。，至一九六五年止。经历了镇压反革命、整风，反右斗争、以及

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颇受不少迂迥

曲折、院址经常变易，人员调动频繁。尤其严重是一九六六年“文

化大革命”开始，检察工作更处于凄风苦雨中，由于林彪、 “四人

帮”的破坏，盐亭县的人民检察机关曾被彻底砸烂。因而中断了十

年之久。现在的盐亭县人民检察院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于一九

七八年十二月重新建立起来的。重建后，至一九八五年、在伟大的

历史转折时期中，由于党的领导和上级人民检察机关的重视，根据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要求，重建了检察院，不

仅专门配置了正副检察长、检察人员，充实和壮大了检察队伍，而

且建立健全了内部职能机构，并成立了检察委员会，从而建立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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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党、团支部组织，全面开展了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

公诉，以及法纪、经济、监所检察工作和人民来信来访的接待处

理。发挥了国家赋予人民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在党的领导下，独

立行使了检察权。

回顾重建后的盐亭县人民检察院在县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

下，全院干警在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上都有很大的提高，认真履行

了法律赋予的职责，全面开展了各项检察业务，在拨乱反正，复查

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在整顿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方面；在维护

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新的贡献，一九八三年八月、至八五年连续

受到盐亭县人民政府授予“文明机关”光荣匾。全院干警热情洋

溢，干劲倍增，感到由衷的喜悦，一致认为，检察工作必须坚定不

移地在党的领导下，围绕党和国家的总目标、总任务服务。紧紧依

靠广大群众，振奋精神，开拓前进，努力开创检察工作的新局面，

为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继续

奋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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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亭县人民检察院大事记

(从一九五五年建院起至一九八五年)

，九五五年二月盐亭县成立了人民检察院。

一九五五年建院后，经县委决定县委副书记周杰兼任检察长，√

在政府、公安、法院抽调三名干部边筹建边开展检察工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县委决定李守斌同志为盐亭县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

一九五五年在社会镇反运动中，检察机关主要担负了审查批捕

和审查起诉工作。

一九五六年增加检察人员编制，由原来的三名干部增至十八．

入，任命王绍鹏任检察长，张开润任副检察长。

一九五六年检察机关担负了一般监督工作，在全县各单位发展

了一批检察通讯员，协助检察机关揭发违法犯罪、宣传法制、联系

群众，起着重要的耳目和桥梁作用(于一九五八年撤销)。

一九五六年检察院除担负批捕、起诉、自侦案件外，还开展了

出庭支持公诉工作。

一九五七年在整风“反右”运动中，错划了副检察长张开润为

右派分子，调离出院后，直到“三中全会"会议后，一九七九年作

了平反纠正。

一九五八年检察机关配合公安、法院取缔反动会道门“金华教”

头子赵俊卿逮捕归案，编写了以“彻底肃清金华教”为题的宣传资’

料三千多份发至全县各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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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八年在全民炼钢运动中，检察机关抽调三名干警到广

元、旺苍支援钢铁生产，尔后公、检i法三家联合办公。

一九五九年十月迎接国庆十周年，检察院编写了《检察工作简

吏》向国庆献礼。

一九六。年精简下放人员和因工作需要调出检察干部七人，实

俘检察干部七人坚持业务工作。

一九六一年盐亭县委决定刘寿海同志为盐亭县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

一九六二年九月，配合公安、法院在我县大坪区破获一起重大

的反革命集团“民主党”阴谋暴乱案，以反革命罗永华、敬伦弟、鲁光

琼等十五人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经侦查终结逮捕归案起诉法院，分别

判处死刑二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二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十人。

一九六一年免去王绍鹏检察长职务调县委任副书记。

． 一九六四年副检察长刘寿海任命为检察长。

，，一九六四年公、检、法三机关在我县城关镇儿童福利院侦破逮

捕了胥修华、顾方和、张拔如强奸孤儿案，经起诉法院后，分别判

处了顾方和死刑，胥修华无期徒刑，张拔如死刑、缓期执行。

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公、检、法三家联合办公整治打现，为文

革扫清道路， “五一六”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检察工作逐步

形成瘫痪。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中公、检、法三家被砸实行军管。

．一九六八年盐亭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设立“人保组”统一指

挥政法工作，七名检察干部分别调离，检察机构从此被彻底取消，

终断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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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公、检、法三家干部被扫

地出门，一锅端至城关派出所、大坪中学等地办砸烂公、检、法的

学习班。

一九七八年三月全国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根据宪法规定，重建各级人民检察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重建了盐亭县人民检察院，建置于公安局

内，县委决定配置检察干部十一人，由江先泽任检察长，陈元凯任

副检察长。

一九七九年初，逐步开展了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法纪检察工

作。 随着人员的增加， 同年建立了内部机构， 设四股一室(即：

刑事检察一股、刑事检察二股、法纪检察股、 经济检察股、办

公室)。

一九八。年检察干部增至三十六人，并成立了检察委员会。

一九八。年盐亭县人民检察院在新东街(原文化馆)培建办公

院址和新修职工宿舍大楼计九百五十多平方米。

一九八。年三月检察机关侦破了金峰供销社付食门市部营业员

雷继海伙同诈骗犯王定怀、任祟寿等做伪币生意贪污国家资金一万

多元的经济大案，起诉法院，分别判处雷继海有期徒刑七年，王定

怀有期徒刑八年，任崇寿有期徒刑六年。

一九八一年盐亭县人民检察院设置了监所检察股。

一九／＼--年任命衡庆炳同志为盐亭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一九八二年一月检察长江先泽在全院干警会议上传达了绵阳检

察分院召开的各县、市检察长会议精神，学习了中央有关政治工作

的指示并作了《一九八一年工作总结》和《一九八二年工作初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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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意见》的报告；副检察长陈元凯作了《一九八一年政治思想工作

的基本情况》和《一九八二年政治思想工作的意见》的报告。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至九日，检察长江先泽在全院干警会议上

传达贯彻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地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并反

复学>--j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

一九八二年三月受理公安机关移送柏梓区缝纫社女职工邓平勾

结奸夫陈树良六次同谋策划杀死亲夫程兴中一案，依法将二犯材料

报绵阳检察分院审查起诉，后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对主犯邓平判处

死刑，对从犯陈树良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一九八三年三月在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由副检察长陈

元凯、衡庆炳带领十二名检察干部组成法制讲演组，深入金县九

区、一镇、二十三所中小学讲法制课，听课达一万二千多人。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衡庆炳同志被免去副检察长职务，调任县委

副书记，同一时期，调进任联富同志任副检察长。

一九八四年县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陈元凯同志为检察长，人

大常委会任命任联富、王元秉二同志为副检察长(原检察长江先泽

退居二线)。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盐亭县人民检察院，根据四川省人民检

察院通知，将原来的院内机构五股一室，改为五科一室。

一九八五年二月盐亭县人民检察院制定了院领导和各科室的岗

位责任制以及重要的规章制度。

一九八五年四月批准逮捕了金鸡乡杀人犯王明鸠，移送绵阳市

检察院起诉，中级人民法院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于同年八月十

七日判处被告死刑，执行枪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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