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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古有盛世修志之举，悠悠历史，万古亦然。《武胜县司法局志》

得党的十七大之雨露，成书于亿万民众之和谐社会，恰似一夜春风

来，喜报司法人。然志书历时两载，二十余万言，成就司法行政恢

复重建后之1986年至2005年全面系统之史书，实在乐哉贺也!

党的十七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

革开放，政通人和，国富民丰。司法行政系统气象万千，事业繁荣，

干警同心，铸成志书顺利完成。也难忘县级相关部门支持，系统内

外，广征文献资料，同仁出谋划策，故纸觅踪，史海钩沉，可谓精

雕细凿。虽人少事紧，奈笔者尽心，组织有序，其志可嘉，典心可表。

《武胜县司法局志》实事求是，去伪存真，反映历史客观公正，

史料翔实，结构科学，重点突出，可为日后决策人或考史、或工作

布局开微档之便，为干警了解司法局昨天，弘扬钟情司法、迷恋职

业之传统，大有裨益。亦为社会各界热心研究司法行政诸君借为他

山之石，影响深远矣!

余事业之余，闲暇之时，热心文字，颇有心得，今《武胜县司

法局志》即奉桑梓，应修志同仁之邀，遂于公务冗繁之中草成此序。

武胜县司法局局长 瞿卫平

戊子年丙辰月

公历二零零八年四月



凡 例

一、本志书为武胜县司法行政志。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

反映武胜县司法行政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状况。

二、志书时间断限：始于1986年，止于2005年。个别节、目

为保持事实连续，时间断限小有跨越。

三、文字历史记载采用公元，地名按民政部门认可的称谓，数

字(含出生年月)采用本局报表和工作总结，职务、职称按当时有

权部门通知记述，不加褒贬，如实记载。

四、志书体裁采用图、表、叙、记、志、录，以志为主，诸体

配合，多侧面、全方位记载司法行政工作。

五、志书采用章、节、目结构层次，横排纵写，系记述语体文，

以第三人称记述。

六、志书史料来源于本局档案、县委组织部、县委办、县档案

局档案及本局干警口碑记述，记述坚持实事求是，以史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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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

武胜县位于川东地区，国道212线和嘉陵江由北向南纵贯全境，

县境东临岳池，西连蓬溪，南接合川，北交南充，幅员面积966平

方公里，全县31个乡镇，总人口83万。

武胜县司法局恢复重建于县城沿口镇新建南路19号，1 986年

经批准对办公室和宿舍进行改扩建，建筑面积为1134．75平方米。

2001年因县府按城市规划对该处实施小区改造，司法局搬迁至沿口

镇人民北路20号，该楼房的3、4、5层楼和底层车库为司法局使用，

建筑面积1003．92平方米，价值20万元，其中县财政拔购房款1 5

万，司法局向财政借款5万元。局内有桑塔纳轿车2辆，电脑9台，

摩托车7辆，复印机1台。

司法局按2002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三定"方案，局领导一正两

副，内设机构为一室、四股、一处、乡镇司法所31个，纪检组长、

监察室主任、政治处主任按有关规定配备。全局2005年末干警37

人，其中行政干部33人、事业干部2人，事业工人2人。合伙律师

事务所3个，注册律师lO人。注册公证员3人，注册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47人。

县司法行政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设立，它是国家

机器的组成部分，属政法部门序列。司法行政机关在司法活动中与

公安、检察、法院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国家通过司法行政工作，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构建

和谐社会，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1．



县司法局的主要职责是制订并落实全县法制宣传教育、普及法

律常识和依法治理规划，管理、监督公证、律师和社会法律服务机

构，管理、监督全县法律服务市场，组织指导司法考试和司法培训

工作，管理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协调、指导、督促乡镇政府、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组织对刑释解教人员的排查建档，管理法学社团，指导法学教育和

法学理论研究工作。司法行政机关通过本职工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

法制建设服务，为深入贯彻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服务，为建设高度

文明、高度民主的和谐社会服务。

二十年来，司法局内设机构在变化中发展，干警队伍不断壮大，

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大大提高，职能发挥成绩喜人，充分体现了司

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服务和法制保障作用，受到县委、县政府和上级

司法行政部门的高度评价。法制宣传形势多样，寓教于乐，每年都

为学校、社区、单位讲法制课，开展街头义务咨询，采取各种形式

宣传法律、法规和规章，圆满完成全县“一五普法”、“二五普法’’、“三

五普法”、“四五普法”，“五五普法"正在顺利开展，提高了全民的法

律素质，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人民调解组织机构延伸到企业、乡

村、社区，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发挥了化解纠纷，

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确保了一方稳定；全县基本形成县、乡镇、

村(社区)三级安置帮教工作网络，建立刑释解教人员回归档案，

对“两劳"人员回归社会进行安置帮教，拓宽了刑释解教人员就业安

置渠道，使他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树起了重新生活的勇气，

极大地减少了重新犯罪，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乡镇司法所发
．’．-，-



展迅速，基本实现乡乡建所，司法所人员年龄结构，文化层次有很

大改观，基本做到了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司法所业务主要围

绕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调解了大量的村社民间纠纷，确保春耕生产

和秋种秋收，稳定了农村这块阵地。司法所为基层党委、政府当好

涉法事务方面的参谋助手，使他们从纷繁的事务中腾出手来抓经济、

抓发展；基层法律服务作为律师法律服务的补充，坚持服务于基层，

服务于农村，服务于群众，基本满足了全县城乡对法律服务市场的

需求，也解决了部分人员的就业；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尽心竭

力为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服务网络覆盖全县，

成为党委、政府温暖贫困群众的贴心人，促进了全县的稳定与和谐；

“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无偿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

难，收到良好社会效果；公证工作紧紧围绕武胜经济建设提供法律

服务，为全县东西关和桐子壕电站，沿兴路、广武路等重点工程、

企业租赁承包、企业破产、财产拍卖、建设工程招投标、征地补偿、

拆迁安置开展法律公证，业务不断发展，办证量逐年增加，预防了

纠纷，减少了诉讼；律师工作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组成律师讲法

团到监狱给在押服刑人员讲法、释法，唤醒其被扭曲的良知，促使

其早日悔过自新。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合法的辩护意见。积极为企业、

公民代理民事、经济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改革律师体制，

组建君建、维尊、强民三个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活跃了武胜的法律

服务市场，律师业务发展迅速。

二十年来，武胜县司法行政工作坚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服务，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服
-气一



务的宗旨，不断探索，不断进取，勇于实践，勇于改革，在维护社

会稳定，服务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多功能、综合性的

重要作用，成绩斐然。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国家兴旺，国运昌盛，社会和谐，人民

安居乐业，科学发展观和法制建设的齐头并进，司法行政工作任重

道远。



大事记

1986年3月25日至4月25日，8月7日至9月6日，在县委

大礼堂举办两期“一五"普法公司以上领导干部普及法律常识培训

班，参训人员395人。

1 986年9月1日，中共南充地委宣传部南委宣(86)32号文批

准，内部报刊登记27号，武胜县司法局主办《法制宣传报》。

1 988年4月5日，中共南充地委宣传部南委宣(1988)1 6号文

批准，将《法制宣传》更名为《武胜法制》。

1 990年1 O月9日，根据中共南充地委宣传部、南充地区文化

局南地文新出(90)字第26号文《关于我区部分报刊压缩停办的通

知》，停办武胜《法制宣传》报。该报刊是宣传社会主义法制的专业

性报纸，出刊51期，共印1 8万份，赠与县、乡、村、小学和工厂

车间。

1 987年9月14日，中共武胜县委、县人民政府组成农村普及

法律常识试点工作队共40人，于9月16日至1O月’．13日在长安乡

进行“一五’’普及法律常识试点，全乡普法对象1 3542人，占总人口

的66％，12398人学习了“九法一例”，占普法对象的91．5％，考试及

格率达99％，为全县农村全面普法摸索了经验。

1 987年11月1 5日至12月20日，对全县公民进行“一五”普法

教育。应普对象458 193人，参加普法学习4321 83人，占应普法人

数的94．1 6％，参普人员学习了“十一法两条例"，考试合格率达

99．89％。
．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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