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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编篡原则

(一 )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尊重

历史，实事求是，力求客观公正的再现法院的昨天，或坎坷，或坦途，见证地方

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人文与法治双兼顾，对审判案例中涉及到的犯罪嫌疑人

或罪犯均在其姓氏后称"某" 。

二、范围体例

(一 )始于 1949 年，截止时间 201 2 年 1 2 月底，略往详今，秉承延续与发

展，彰显历史的厚重。

(二 )本志全书按照序、凡例、概述、目录、正文、后记(跋)排列 。 正文采用

编 、章 、节、目、二级五个层次，横分门类，纵述如未。 章用宋体、节用黑体、居

中排列，目用黑体另起一段，二级目用楷体随文。

三、行文规范

(一)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用字按 200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法~ ，数字按照 1 995 年 1 2 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标点符号根据 1995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

准《标点符号法》。

( 二)纪年采用公元纪年 。 1 949 年 10 月 1 日前，采用历史纪年，用汉字

(民国用阿拉伯数字)小写，括注公元。 1 949 年 10 月 1 日后，采用公元纪年。

之中表述的记数、记量使用阿拉伯数字 ，数字作为词素构成定型的词、词组、

惯用语、缩略语的仍用汉字。

四、其他

(一)本志机构的起迄时间以正式文件为准 ， 院级及中层领导(庭 、室、科、

队)职务的起止时间以正式任命时间为准 ，无正式任命的中层领导称为负责

人。



( 二)襄汾县由襄陵、汾城两县合并。 汾城 1914 年前称太平县。 行文记述

按当时称谓 。 所辖乡、镇、村称谓均按历史时期记人。

( 兰)本志所称党组织、党员均系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党员，文中不再一

一标注"中共"字样 。

(四)本志人物传、人物录以生平排序，领导干部名录以任职时间排序;荣

誉录只收入市以上表彰者或表彰单位，排序以获取时间为准。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襄汾县志、本院档案及部分老领导口述资料等 ，概

不注出处 O



序

中华民族是一个懂得敬畏历史的民族。 正是因为这样的民族性格，历代

仁人志士都把治史修志当做第一等功业。史书如《同语》 、 《战国策》 、 《史记》等

作 ， 志书如《尚书 · 禹贡》 、 { Ll I 海经》等等 ，乃至后世形成体例的"一统志"、"地

方志" 、 "专业志"等等 ，炯波?告j吵，瀚海沙数，共同汇聚成了一个民族五千年的

集体记忆。

这本襄汾县人民法院志当属专业志之一种 。

襄汾县人民法院创建于 1 954 年 9 月 1 日，距今已有六十余年历史。 根据

"隔世修史、当代修志"的治史惯例，经过了甲子轮回的襄汾县人民法院立足

于新世纪，以传统的"志"为形式，对自己走过的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回顾，这也

是法院给全县人民的一次丁千乍汇报 。

，'，人说 州县泊，贝'J 严| 治" 。 县级法院是独立行使同家审判权的司法机

关 ， 襄汾县人民法院伴随共和同走过了六十余年的风雨历程，从建同之初的

稳定杜会、健全机构， 至!J最近二:十余年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这本

洋洋八十余万字的志书 ，对这一切进行了详尽记录。书中有初创时期的艰辛 ，

有发展过程的坎坷，也有坚信主义，脚踏实地的共同努力 。 上至国家政策 ，下

至经典案例，这本专业志是几代法院人共同奋斗的见证。

往事已矣 。志书是对既往的立此存照，以后会被后人整理进入历史，成为

今后发展的镜鉴 。 当代法律工作者需要读读志书 ，看看脚下的路走得正不正 ，

找准前进的方向 。

是为序。

中 共襄汾县委书记 王同平

二0一三年六月



序

襄汾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县， 县域内有举世闻名的丁村文化遗

址，填补了中国人类史空 白，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陶寺文化遗址是近年来的

考古发现，成为国务院"夏 、商、周断代工程"的考古支撑，这些是有文献佐证

的牵动家国历史的宏大叙事。 而在民间，这里的百姓也乐于史志，注重传承。

村有村志，家有家谱。 田间地头云古，一开口就三皇五帝到如今，虽脱手~æ足，

布衣麻衫，而古风悠然 。

就是秉承着这样的文化风气 ，襄汾县人民法院编撰了院志。

襄汾县人民法院志是一本专业志书，全书共计八十余万字，记录了从行

使法院职能的县司法科起，再到襄陵县、汾城县两个法院短暂的发展历史，而

后两县合并，成立了现在的襄汾县人民法院。从搜集到的图片看，初创时期的

法院，曾坐落于一所民居，显得古朴也显示着创业的艰辛。 其后，随着时代的

发展和变革，法院也经历了苍桑变幻。时至今 日，正发展成为与时俱进的司法

机构 。 这本志书的付梓，将成为这六十年襄汾县法制建设的一块里程碑。

志书的问世也是襄汾县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我特别留意到志书中收集

了许多不同时期的民事判决书和刑事判决书，法学人士可以从中看出专业的

价值，我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气息 ，这是很有历史价

值的 。 当代之志，未来之史， 当我们这个时代朴旧到可以称为历史的时候，这

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社会史的见证，是我们留给后人的财富。

六十余年的时光定格于这八十万字了未来还需要我们继续开拓 。 我们

今天的一言一行，每滴汗水每滴心血，都会被记录在历史当中 。 切记实干兴

邦，空谈误国 。 让我们做好当下的每一件具体工作，写好我们个人的"志" 。

与同时代人共勉，是为序 。

襄汾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宏志

二0一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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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汾概述

概述

襄汾县位居山西省 11伍汾盆地南部东矗塔尔山，西陆姑射山，汾水纵贯南

北。东与浮山 、翼城为邻 ，西与乡宁搭界，南与曲沃、侯马、新络接壤 ，北与尧都

毗邻。 全县东西 26.5 公里 ，南北 39.3 公里，总面积 1034 平方公里 ，耕地 85 . 3

万亩，人口 48.54 万

人。

襄汾县于 1954 年

由襄陵县、汾城县合

并而成 。 两县均于汉

朝初年建县 ， 襄陵因

晋襄公陵墓而得名 ，

汾城古名临汾，因临

汾水而得名 ，北魏改

为泰平 ，北周改为太 丁村民居

平，民国改为汾城。

襄汾是人类文明 、华夏文明和三晋

文化的根祖之地，历史悠久，人文厚重 。

丁村人于此繁衍 ，陶唐氏由此观象授时

晋室旧墟，历献、惠、怀、文、襄、灵、成、景

8 公 85 年，晋文公在此革故鼎新称霸 ，赵

氏孤儿忠义故事在此上演。

襄汾物华天宝"金襄陵、银太平

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一一丁村遗址 美誉八方。 汾城米醋、官滩红枣、连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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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考古公园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

条、赵康辣椒、苟董生地、丁村白

莲、襄汾马驰名全同 。

襄汾地灵人杰，英才辈出 。 春

秋战国时期苟息、董狐 、赵盾、李

牧以及程婴 、公孙样臼;汉初有与

萧何、韩信并称"三杰"的张良 ; 自

曹魏至西晋百年盛极的以贾适、

贾充为代表的贾氏家族 ; 隋代大

儒王通 ; 元向四大家之一的郑光

祖; 清代颇有政绩的卢秉纯;辛亥革命时期的段砚|王1; 1 '-1 西总商会会长刘笃

敬、水利专家曹瑞芝 ; 全国政协

副主席任建新;文学家贾芝 、贾

植芳等一大批精英。

襄汾名 胜， 星罗棋布，风京

这边独好。 陶寺观象台、赵康古

晋城、丁村民俗馆、晋襄公陵墓、

汾城城惶庙 ，史威普净寺、双龙

湖国家温地公园 、滨河公园、龙

渤峪等众多的人文与自然相融

合景观，彰显襄汾历史的厚重。
国家湿地公园双龙湖水上冲浪

美丽的滨河公园会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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