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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津南区法院志挎今天问世了。本志书荟革了大量的历。史

资料，集新中国’成立后津南区人民法院37年的历史史实成一

书，作一为津南区人民法院的历史较完整、系统、准确地反映和

记栽了人民司法工作的发展全貌，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资料

书。具有较好的参考利用价值。

津南区人民法院1953年5月建髋以来，在各级党委的关怀

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发挥人民法

院的审判职能作用，各项审判工作始终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

依法处理各类一审案件两万余件，在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

护人民和维护津南区社会主义秩序的实践活动中做出了有益的

贡献。

实践证明，人民法院做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工作中最重要

的是严格依法办事，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和司法程序独立审

判各类案件。做到有法必依、执法曲严、秉公执法。以事实为

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对人民无限忠诚，高度负责的精神办好

每一个案件。人民法院除了依法惩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之

外，还要通过审判活动，运用法律手段调整经济关系，在经

济、政治、文化思想方面与旧社会势力作斗争。

几十年来，法院队伍由小到大，有弱到强。干警的政治、

业务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办案条件，法庭装备不断得到改善，

各项审判工作得到全面发展，广大干警常年累月地战斗在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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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许许多多老同

志在审判战线上默默地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们的辛勤

劳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承认、尊重和赞誉。

津南区法院将人民司法工作的实践，审判工作的全貌，付

诸以史，为后人提供了参考与借鉴。也为人们查寻史料提供了

方便。做为法院的史料书，它是编写组全体同志辛勤劳动的结

果，是全体干警集体智慧的结晶。

现在，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没有国家的政治稳定

和社会安定，没有良好的经济秩序，就不能保证国民经济长

期、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在新形势下，人氏法院审判工

作的领域更宽了9任务更重了，难度也更大了。新的形势要求

人民法院要创遣性地开展审判工作，全面准确地运用法律手

段，最大限度地发挥审判职能，尽心竭力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保驾护航。在讲求办案质量的同时，还要讲求办案的政治效

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为津南区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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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津南区法院志》几易其稿即将刊印成书，是一件值得欣

慰的事。它系统地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津南区人民法

院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和审判实践，较完整、系统、准

确地反映了法院的审判活动。

1992年8月，法院根据区地方史志工作会议要求，把修志

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组成修志工作领导小组和编写组。为了广

泛搜集资料，修志人员以事业为重，深入实际，广征博采认真

考证，在掌握大量翔实的资料的基础上，依“详今略古、立足

当代"的原则，编纂志稿。志书以类系事，纵向百己叙，各项审-

判工作为主要内容，突出体现了专业特色，是津南区有史以来

第一次正式编纂的法院志书。法院志的问世，将给人们以历史

的借鉴，揭开审判史上新的篇章。

法院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力求

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以

体现时代精神与审判特色。由于编志人员缺乏经验，难度较

大，又为资料，知识水平所限难免疏漏。恳请老前辈、各级领

导，修志同行指正。
、

姚奎彦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作序者系(现任津南区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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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津南区法院志以马克思歹d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 ．

二、本专业志记事，贯彻“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

则，突出体现专业特点与时代特色，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

三、本志上限始于1953年5月，下限至1990年12月。附录

l 99t、l 992、l 993年的法院主要工作情况，以丰b程最新发展情

况。

四，本志以专业分工为依据，以类系事，纵向记叙，结构

为章、节、目三层，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告诉申诉、执

行等项审判工作情况为志书主体。

五、本志资料来源广泛，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

有关业务统计数字，以司法统计为准，无司法统计的以文字记

载材料为依据。

六、对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以及与河西区、大港区人

民法院合并， “文革”期间公、检、法合并实行军管情况，根

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设专章记述，有关情况散见有关

章节中。

七、根据修志惯例，不为生人立传，仅以先进集体、先进

个人和瓴导干部名录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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