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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杜
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大好形势。

“有益当代，惠及后人”是历史赋予修志工作者的光．

荣使命。我院修志办公室在鄂州市志办公室的指导下，于’

1986年9月13日正式成立。根据由近及远、先易后难的要

求，检察志的编写人员从1986年9月到1987年5月，共搜集

了1 5 o多万字的资料，1987年9月底完成初稿。

《鄂州检察志》共设大事记、机构、刑事检察、法纪检：

察、经济检察、监所检察、控告申诉检察、其它业务、后

勤、专记、案例、附录等十二章。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作用

是法律监督，从第三章到第七章，着重突出了检察机关的监’

督作用。这五章，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例证，体现了党的方+

针、政策的正确，表现了检察干警忠于职守，秉公执法，认

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可贵精神。

《检察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

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记载。

了鄂州市人民检察机关建立37年来，在为巩固人民民主专

政，维护社会主义的正常秩序，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促进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办

了达到“存史、资治、教育"的目的，既记述了成功的经



验，也记述了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这将有利于今后吸取历

史经验教训，指导现实，做好检察工作，防止重犯错误。从

这一点出发，我希望全市检察干警读读这本书。

我们这部《检察志》，由于历史资料残缺，编写的人员

少，时间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何志善



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记述成绩，也记述失误，让人们从大

量的历史资料中，吸取经验教训。

二、本志由于鄂州市(原为鄂城县)在1948年才有地方

法院检察处，且资料残缺，因此，主要记述1949年至1986年

当代中国的史实。 ．

． 三、本志书设十二章，分节记述。根据需要，部分章在

正文前加一简述，概括本章内容。

四、本志在表达形式上，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表、图

录、注和少量照片。表、图、注随章附载，以便查裣。采用

动静结合的写法，除记载上级的重要指示和本单位的决议、

措施、建议、要求与工作方法外，还大量记述本地活生生的

史实，做到生动具体，突出地方特色。

五、本志根据鄂州市几易名称的特点——鄂城县——鄂

城市——鄂城县——溪羲豢——鄂州市，为避免混淆起见，
在鄂城县时期内，称“鄂城县人民检察院F，在鄂城市时期

内，称“鄂城市人民检察院”，建鄂州市后，称“鄂州市人

民检察院”。

六、鄂城县人民检察院的上级分院几次变更——大冶分

院——黄冈分院——咸宁分院——黄冈分院，为了统一起

见，除个别地方用黄冈分院名称外，统称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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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在各种机构名称书写上，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

时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用简称。如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简

称省院；鄂州市人民检察院，简称市检察院或市院。

八、本志除公元年、月、日和行文中的1、2、8及统

计数据用阿拉伯数字外，其余一律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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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鄂州市(原为鄂城县)在1948年以前，均由县长兼理

审、检事务。直到1948年9月1 El，才成立了鄂城县地方法

院检察处，设有专职首席检察官。

IEl中国的检察机构，无论是由县长兼理，还是设专职检

察官，都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专政工

具。它的主要任务是镇压人民群众，维护反动统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中国历史

上，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人民检察制度作为国家

的基本制度之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开创和建立

起来。鄂城县人民检察署于1951年8月建立，当时只有专职

检察干部二人，检察长由公安局长兼任。】955年，根据《人

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鄂城县人民检察署改名为鄂城县

人民检察院，下设三个组：信访组、办案组、侦查组。检察

干部由二人增加到13X。相应地成立了院党支部、院检察委

员会。19S8年，精简机构，人员下放，鄂城县检察院由13人

减少到8人，从这以后的十年中，．干部人数一直徘徊在7至

10人之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8年8月，鄂城检察

院被取消。1978年8月的新宪法，、规定重新设置人民检察

院。同年10月，鄂城县委从公安、法院调来4名干部筹备重

建检察院，到1980年底，干部增加到5 0人，建立了五科一

室。1980年3月至1984年2月期同，县市分治，同时成立了

鄂城市人民检察院，配备干部17人，到1982年增加到22人。
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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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鄂城县、鄂城市以及黄冈县的黄州镇合并为鄂州

市(省辖市)，同时建立鄂州市检察院，下设鄂城、黄州两’

个区院。按照市检察院的建制，建立了七科、一处、一室、

一组，全院干警发展到70人。连同下设的鄂城区人民检察院

的26人，黄州区人民检察院的17人，人员编制达到1 1 3人。

鄂城人民检察机关建立初期，根据《各级地方人民检察

署组织通则》，在经济恢复时期，围绕党的各项中心任务，

配合有关部门，参加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

“五反”、司法改革、取缔反动会道门、贯彻婚姻法等社会

改革运动。在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根据上级指

示，县检察署加强对经济部门的检察工作。配合有关单位，

着重检查了粮食保管及供应工作情况，供销社财经制度执行

情况，税务部门干部执行政策情况。检查后，向党委写了书

面汇报，引起了党政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及时解决了存

在的问题，从法律上保障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

1955年，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

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鄂城县检察院从2

月份起按正规程序试验侦查和提起公诉工作，5月份开始担，

负审查批捕工作，11月份开始全面担负审查起诉工作并重点

试行一般监督工作，截至1957年反右斗争以前，各项业务制．

度的建设，处于健康发展阶段，工作也。日趋正规，检察机关

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批判了《人民’

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各项法律监督制度和领导关系，把正

规的法律程序说成是“陈规陋习刀，当“教条主义”来批。

提出“下乡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和“大案不过三(天)，

小案不过天"等所谓检察工作“大跃进”的口号，实行“-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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