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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志丛书之七十四

绵阳市监察志

四川省绵阳市监察局

一九九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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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杨步润

副组长：成彦明周林友文建荣杜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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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林显焕

主编：林显焕

副主编：刘虹西贺定一

资料收集整理：

文建荣 丁山 邓敏

蔡暑初 陆培军 刘虹西

王友富 彭凯 林显焕

审 定：绵阳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副主任徐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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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9j4年参加四川省绵阳专区第四次监察工作

会议人员合影

988年绵阳市监察工作会议主席台

圈



1988年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刘毅同志与参加绵阳

市首次监察工作会议的部分同志合影l前排左起

第9名)

局长办公会讨论审理政纪案件



绵阳市监察局历届局领导合影

绵阳市监察局历年获得的部分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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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行政监察是法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足国家行政

管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是行政机构内部实施自我约束机

制的二E要表现。

中国监察制度的历史源远流k，独具特色。fl：L}l囤封

建社会，监察机关的：￡要职能足督察百官，纠举失职，谏

净政治得失，维系封建纲纪。民囤时期．作为政I{{=组戎部

分的监察制度接受欧美资产阶级民主监储制度，义承袭

r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监察制度的传统，形成自身独

有的东方式的监察制度的特m。新中国成立伊始．党f¨国

家卜分重现行政蠊察工作，订：且、市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

设立嘶察机关。}l{于种种原嘣．行政监察机关仅仅存在了

十年。这1年删，行政监察起刊r不可孵灭的作用。

我『|】监察机关成立于10s2年11月，随国家监察部撤

销而撤销，走过了一个极不平凡的历程。l 988年，我市监

察机关恢复组建后．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重税、支持F，工

作不断加强，为保证政令畅通．维护改革开放，促进全市

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组织编写的《绵阳lH雌察志》，包括：大事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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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机构、信访举报、案件洲A、案件审川、执法监察、廉政

建没、人物等8个部分。它系统地址述J’全市行政监察工

作的发展过程，重点反映蠊察机关恢复组建后的工作成

就科l经验教训，这蚶于进一步做好i r政监察工作必将会

大右裨益。

《绵阳市监察志》的出版，对全市行政监察工作者和

社会脊界人士了解我市行政监察的概况是一件有意义的

事。借此机会，我们对在本拄编写过程中，给予我们支持、

帮助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i9_f!

啪
996年11月

．J以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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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以马列t史、毛洋尔心怨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E义乖¨所史唯物主义的脱点，以中旧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仝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力求做刊思怨性、资料性f¨科学rI：的统一。

二：、本志主要反映绵刚市(地)行政监察的历史状况·

重点汜述1988年恢复建立绵川市行政监察机关后的工

作成就驶经验教dIl。

三、本忐时问断限。上限至1 9∞年．F限l 993年(即：

中共绵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绵附市嗌察局合署办公之

时)。

四、本志主要根据行政监察内部业务分工，采用章、

节、日结构层次横排门类，按时序悭写历史。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运用志、记、表、录、图综合著

述，以志为主，录、表分圳列在棚应的章、节、日之后。

六、本志的记述范围，原则上为绵阳市辖6县l市2

区．由于绵用行政区划儿经变动．50年代有些资料(如统

计资料>仍按当时的地域范围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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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所用文字称耐、纪年、数字等均以国家关于

地方志编写的有关规定为准。

八、本志资料来源：绵阳市档案馆、绵阳市临察局档

案室、各县(市、区)监察局和个别口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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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行政监察制度，自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

年)统一全国在各郡没置“盟御史”起．H【j开始建立。以后

历经演变．到清代统一中国后，沿袭明代f_}J各省提刑按察

司主管一省监察工作的成例，并将明代部察院定期派到

各省考察治吏的分道巡按御史改为以省为固定监察单位

的都察院分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监察地方官吏的工作，

地方的道、府、厅、州、县均不设监察机构，对所属官吏的

监察主要采用上级监督下级的办法。

清宣统3年(公元191L年)“辛亥革命”胜利·消王朝

被推翻，但胜利果实很快被北洋军伐所篡夺。民国3年

(公元1914年)，北洋政府设锰直隶大总统的平政院·负

责审理行政官吏=：{'=正当行为的案件，中央和地方各级行

政官吏有惩戒事件发f￡时，即由本官署艮宫组虬!各类惩

戒委员会}义决惩戒。地方省、道、市、县均不设监察机关。

民国7年(公元1 918年)，四川军闷“防区制”形成，驻军首

领无视国法，号令一切．无监察可言。

民国24年(公元l 935年)，四川军阀“防区制”结束·

重新实现”川政统一”，国民政府政令在四川全省畅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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