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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古代政权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制度．县级审判事务，由知县或县

丞直接办理，重大案件由州衙直接办理，典史、吏目为其辅助。审判

案件实行诸法合体、民刑掺合的剞度．

民国时期，晋江县(鲤城区原属晋江县)设立地方法院，名为

-司法独立”，但又广泛实行法外制裁，以镇压人民的反抗．民国期

润，司法机关贪赃枉法之风盛行，广大穷苦人民深受官府衙门刀笔诉

讼之害，人身财产权利无以保障。

1 949年8月31目，泉州城解放，在继承和发扬新民主主义革

今时期人民司法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的司法制度。

1 949年1 0月，晋江县政府成立司法科行使审判职能。1 9 5t年1月

泉州市成立，同月成立泉州审人民法院，在。土改”、_镇反”、-三反五

反”运动中，市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筵治反。。革命条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法律，及时依法惩办了一大批反

革命分子，贪污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充分发挥了人民专政机关的职

能作用，为巩圈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人民的审判队艇

也在1 95 2年的司法改革运动中跌愚想上组织上得巩豳和发展，

1 954年以后，市人民法睨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毒

《人民法院组织法》，实行-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律酉前

人人平等”、_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审判原则和公开审判辩

护、陪审、圃避、合议等一系列审判裁度，审判工作走上裁度化。同

时建立了公证。律师和人民调解制度。遍布城乡的调解组织把大量的

蔑事纠纷解决在基层，成为人民法院的有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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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7年以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

法》规定的某些原则和制度受到错误批判，法院建设遭受挫折。审笋《

工作发生失误．1 962年经过整顿，逐渐恢复正常．但由于左倾错误

的愈演愈烈，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社会主义法裁遭到严重破

坏．’9 67年，泉州市法院被砸烂，6月襄行军管．此后成立的市革

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代替了公、检、法三机关，1 97 2年1 2月恢复

市法院建制，但各硬审判制度仍无恢复．_文革”期间由于实行了以阶

级斗争为钢的错误路线，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大量的

冤假错案． ，、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西芦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垒会确立了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德奎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在经历了一个汝折的发展过程后，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朝。十

一届三中奎会以后，市人民法院经过援乱反正，纠正了赫壶”的罐误，

丽时根据实事求是的愿刚，平反了大批冤假罐案，落实了党的政策。

随着新的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以及刑事，民事、经济、譬亍欢筹部门

法律的不断颁布实施，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开始建上实事求是，依法

办案的亚确轨道．在新曲形势下，为适应褒：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

要，法院的备琐审判工作褥戮不断酌加强，队证建设趣：{导盛稷．穴曲发

展．人民法院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冀重要园地位和

作用．

在粉碎_江青反革命集团”以詹，泉鲻市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由

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晌动乱，无政府主义思漱一时无法肃清，加上有

些人钻改革开放的空隙，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曲犯罪和经济犯罪十分猖

獗．为巩匿安定圃结的局面，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
· ’ ，



．；f{|进行，市(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和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严惩严

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及时审结了大批犯罪案件，打击了犯罪

分子的嚣张气焰．尤其是1 983年至1 98 6年的_严打静斗争，从重从

快打击了泉州地面的流氓集团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在社

会上造成了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浩大声势，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法制

的威严，对促进泉州地区的社会安定起了重大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法律手段在

经济领域的运用．市(区)法院受理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逐年上

升，尤其是经济纠纷案件，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并出现许多反映新

的经济关系和改革发展趋势的新型案件．珐院以贯彻执行《民法通

则》《民事诉讼法(试行)》为中心，结合《婚姻法》、《继承法趴《经

济合同法》等法律的实施，大力加强民事、经济审判工作，及时审结

了大批民事、经济案件，保护了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

行政审判是80年代随着法制的健奎褥逐渐形戍的一项新的审判

业务，这是我国加强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标志。1 987年，区法院成

立行政审判窿．在行政审判中，采取了积极、慎重、稳妥的方针，严

格依法审判，做到既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又注意维护行政机关酶合法行为，从司法监督的

角度，促进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在大力加强审判工作的同时，法院队伍的自身建设也不断得到充

实和加强．从1 981年到1 9 90年，法院的内部职能机构从原来的3

个(刑事庭、、民事庭、办公室)发展到1 8个(包括8个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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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人员从1 9 51年的9人发展到1 9 9 2年的9 6人．并建立健全了

党团工会组织；同时通过法律自修大学、全国法院干部法律业余大学

学习和公务员培训等多种渠道对于部进行培训，使干部的业务素质和

文化水平有了很大酶提高．法院还以各种形式经常性地开展政治思想

教育和靡政教育，从而建立了一支具有较强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审

判队伍．1 982年至1 9 9 2年，法院多次获得省、她、市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和法院系统先进单位称号，1 98 5年2月被评为全国法院

系统先进集体受到最高法院的表彰．



大 事 记

一、民国及民国以前

晋江县(鲤城区原属晋江县)始建自唐开元六年(7 1 8年)，历

代司法审判均由县令或知县兼理．

民国1 4(1 9 25)年1月 设立晋江地方审判厅．

民国1 5年 晋江地方审判厅改称晋江地方法院．

民国24年(1 93 5) 省高等法院在泉州设立第四分院，与晋江

地方法院合署办公．民国26年(1 937年’2月31日)高四分院擞

销，民国29年复设改为高三分院，仍与晋江地方法院合署办公．

民国24年 晋江县政府设立军法室，县长兼任军法官．

民国2 6年(1 9 37) 康璧奎任晋江地方法院院长，任期及至民

国38年．

民国31年(1 942) 晋江地方法院迁址新府口7号左公裥，

高、地两院分开办公．

民国35年(1 946) 军法室撤销．

蒋介石统治时期，为秘密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广泛实

行珐外制裁，曾在国民党驻泉军队晌旅部设立特种弼事法庭，政治寒

稃的审判由旅部负责或由军警送省保安处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1949盎

8月31日 泉州城解放．

9月 在泉奠、l城区设立晋江县人民政府．

1 0月 县政府设立司法科．
· 气 ’



1950年

1月 蒋琨任司法科科长．

1951．年

1月 泉州市成立，同时成立泉州市人民法院，法院内设刑事

庭、民事庭、秘书室，市长许集美兼任院长．

1—6月 结合土地改革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土改

中，市法院成立土改人民法庭。5月，成立市各界人民审查、处理反

革命案件艋时委员会，专门审处镇反案停，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

革命分子．

1 2月 全市党政机关(包括法院)，经济、生产部门进行-反贪

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学习运动，查出有贪污问题的401

人，1 9 52年5月，泉州市成立机关_三反”人民法庭，市长许集美兼

任审判长．7月下旬，在_三反”运动即将结束时，市委抽调人员组成

结束一三反”办公室，对潦壹出来的贪污分子复查定案，其中受剐事处

分的8人．复查工作至8月中旬结束．

1952卑

2月 开展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骟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

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6月 高魁任泉州市洼院院长．

7月 开展司法改革运动，整顿司法队伍，扫除人民司法机关中

存在l|lI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纽织上纯洁人民

司法歇伍，对不适宜在法院工作的人员(5人)予以调出．

、 1953年
、

1月 市长朱晨华兼任市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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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冗 开展大规模的宣传贯颧《婚姻法》运动。

5月 配合公安部门开展扫清反革命残余活动，取缔反动会道门

一贯道及同善社等组织．6月对道首及主要办道人员30人进行公

审．

1 1月 在第一次基层普选，为保障普选运动顺利进行，分别在

南台区、桐山区、艋江区成立三个普选人民法庭，处理有关选民资格

案件．

1 1月 成立两个统购统销人民法庭，处理授机倒把、造谣破

坏，扰乱市场等破坏统购统销的案件．

1954年

5月 市法院成立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

9月 成立公证股，开始办理公证业务．丽月，市法院从东街市

府大院搬到打锡巷原晋江地方法院旧址办公．10月，法院叉擞迁至

东街362号。

1 0月 贯彻《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以来依土逃资寰，

试行公开审判、辩护、陪审、合议等审判制度。

1955盔

1月 王太荣任市人民法院院长。

3月 成立保卫征兵工作人民法庭，征兵工作结束时撤销．

9—1 2月 开展镇反运动，与公安检察机关配合，进行第一批案

．#馏搜捕，审判工作．1 9 5 6年3至4月，继续开展。镇反．”，进行第

二批案件的搜搐、审判．

1 2月 成立晋江下游防洪工程巡回法庭．

年底，结合普选试点工作选举我市第一批人民陪审员．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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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1月 刑事审判开始全面实行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

配合、互相制约制度以及《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各项审

判制度．4月，民事审判也开始实行各项审判制度．

4月 王仲秋任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6月 组织检查1 9 55年以来一镇反蓐所审理的案件．

7月 窦廷荣任市人民法院院长．

8月 成立法律顾问处．址浚市区中山中路32 5号．

1 O月 王宗儒任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同月，最高人民法院将

《各级人民法院刑、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正武下发各级法院参照

执行．

1957燕

5～6月，法院与检察院合为一个整风单位，开展整风、反右派

运动．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有三位法院的同志被错误地打成右派

和中右(’97 9年分别作了平反)．

1958年

月 搞司法工作的大跃进，提倡大破大立，许多法律规定的审

判制度破掉．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公，互相代替，实行一一长代

三长，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玎等_一杼子摇到底”的错误做法；大

摘群众运动，推行法庭审判与群众辩论榴结合；公证、律师工作受到

破坏，陷于瘫痪，1 959年公证、律魉机构并到法院，实已撤销．

1 0月 奎体干警投入全民炼钢运动．

1959年

2月 王宗儒任市人民法院院长．
· 冀 o



9～1 2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市分三批特赦1 8名罪犯．

1960年

4月 开展-新三反，运动．

5月 成立江南人民法庭、北峰人民法庭、东海人民法庭．

月 贯彻司法工作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全院干部大部份深入农

村基层与群众实行-四共同’．

1961年

1—2月，配合农村的_整风整社’运动，深入东海群生大队，北

峰招贤大队做好整风整社保卫工作．
’、

下半年，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选举保卫工作，成立选举人民法庭．

196：2年

2月 安永缓任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3月 敢法三家组织力量，开始复查甄别'9 58年至{9 61年所

办的案件，重点复查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受法办的各类案件．

下半年 敢法三家成立反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开展打击投机倒把

活动．

1 0至1 2月，针对外出重婚、非法纳宴、买卖婚姻等案件上升的

情况，与妇联等有关单位配合，开展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

本年 市法院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决

定》，逐步纠正1 958年以来的_左零的偏差，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

序，公证工作也开始恢复．
、、

1963年

5月 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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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6月，选择投机倒把、盗窃等典型案

件1 2件召开七千余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会后，大小投机倒把分子

346人向政府坦白交代．

月 结合选举第五届人大代表工作，选出人民陪审员1 35

人，整顿巩固了67个调解委员会，选出调解员37 9人．

1964年

、、 1月 睢争存任市人民法院院长．同月，市委工作组到法院摘机

关一四清膏工作．

2月 全市面的社教工作全面展开，法院派干部2人参加市委工

作队，并与公安、检察部门配合成立政法三家社教办公室，深入社队

贯彻政策，处理破坏社教运动的现行反革命罪犯．

2月 为反击境外敌人的心战活动，选择收听敌台广播后下海投

敌的反革命集圃案(黄金堆、黄应运等五犯)在泉州影剧院公开宣

判．

本年，法院大掘思想工作，促进机关革命化，制定了《机关制度

十条》．

1965年

1月 开展打击投机倒把战役，21日召开万人宽严大会，对坦

白认罪的投机倒把犯许铭山(获利一万多元)免予刑事处分，对桓不

坦白不退赃的投机倒把分子黄金沙从严判处十五年．会后，通过进一

步宣传，促使1,509名违法犯罪分子向政府坦白交代．

2月 召开为期五天的全市调解干部会议，培训调解干部2 1 0

人．

5月 曾目新任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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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O月，干部集中学习，开展机关_四清8运动．

1966年

5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

1 1月 法院成盘文革委员会，开晨批判_反动的司法路线爷的运

动．

1967年

3月1 7目 市人民法院院长睢争存被红卫兵抓去游街，并被关

押在军分区近1 0天．6月，市法院实行军营．

6、7月问，市法院被造反派冲砸四次． ，．

1968年

9月 法院人员集中学习，法院关闭．案件由公、捡、法军管组

办理(其中不少案件由群众专政指挥部办理，然后由军管组审批并以

军管组名义判决)．

1969年

1 2月 泉州市革委会政治组下设人民保卫组取代公、检、法三

机关．

1972年

1 2月 市法院恢复，设办公室(下设信访室)、剩事审剡庭、民

事审判庭， 附设一个远郊办案组《琶北)．曾日新任法院党魄领导核

心小组组长。
、

1973年

1月 开展批林整风学习，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2～ 月 整顿、健全调解委员会1 9 6个，选调解委员1 37乏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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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恢复设立公证室．

1 1月24嗣 在市体育场召开宣判执行大会，宣判杀人犯庄添

福，贪污盗窃犯刘金鼎等5人死i}!|．

1974年

1月 曾日新任市人民法院院长．

月 贯彻中央(1 974)21号文件，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1975年

4月 贯彻全省法院工作会议精神，开展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专

政理论运动．

7月

4人办公，

1月

1 0月

1 1月

法院干部集中到华侨大学参加反派性的学习；法院内只留

由曾培字主持工作，时间约’个多月．

1976年

开晨革命大执判，反击-右倾翻案风”．

院长曾日新调动，由孔令焕副院长主持工作．

批判一江膏反革命集团”．

1977盎

3月 李法善任市人民法院院长．

本年 开展镇压反革命打砸抡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和反贪

污、反破坏山林等经济犯罪的专嘎斗争，共分三个战役进行．5月8

日，在市体育场召开宣判大会，对犯有反革命打、砸、抢、投机倒把

等罪的5案1 0名死刑犯进行公判．7月3日，省高级法院召开以仙

辩县体育场为中心会场的公判大会，泉州市在罗溪公社设立分会场，

宣判盗砍电杆，破坏山林罪犯黄益元死刑．1 0月1 5日又召开宣判大

会集中宣判一批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罪犯，宣判死刑1人．
· l’，



t978年

2月2 2日 公判反革命销赃犯吴英志，结伙盗窃犯杨谋成死

刑．

3月 宣传贯彻新宪法．

8月 贯彻全国第八次，奎省第十四次人民司法工作会议精神，

开晨司法战线的拔乱反正．

”月 陈脑秀任市人民法院剐院长．

月 复查文革中被判刑的案件．主要复查1 97 6年判刑．的案

件，弄清有无纯属因反对_江青反草命集团乃、悼念周总理、捐护邓小

平而受判刑的案件(查无)。

1979年

1～1 2月，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上半年复查文革中的案件，其中

反革命案件平反改判达84．8％，普通刑事案件改判1 J1％．下半年复

查文革前后申诉的案件，平反反革命案件26件30人，部分改判1

件1人，普通刑事案件平反2件2人．

9月 贯彻中央关于叠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酶制度”的指示，跌

9月起中共泉州市委不再审批法院的案件．

1 2月 市法院重新设立审判委员会。并恢复审判人员的职称，

任命了一批审判员和助审员，

1980年

1月，正式实施《刑法》、《刑事诉讼法》．

年初，贯彻全国整顿城市治安会议精神，从重从快打击。五犯”

‘强奸、抢劫、重大盗窃、诈骗、投机倒把)．

1—1 2月，继续平反冤假错案．上半年复查因列少奇的冤案受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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