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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最高法院副院长王怀安为青浦法院题词



●青浦法院原址

1950年～1981年

●青浦法院现址(审判大楼

1981年～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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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瑞典

1949年5月～1952年9月

隋悦礼

1955年8月一1956年12月

徐彬

1952年9月一1954年6月

孙成章

1956年12月一1966年5月

1978年7月～1 984年4月

刁培臻

1954年6月一1955年8月

王思达

1966年6月～196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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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歹

牟曙光

1974年1月～1978年7月

郭俭

1994年3月一2000年1月)

笋f

倪善德

1984年4月～1990年4月

孙建国

2000年1月一2003年3月

王秋良

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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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月，

中共青浦县委政

书记卢国光在青

琬新大楼落威仪

舞蓊 2罚 刿

●1998年1 2月，巴

基斯坦首席大法官

阿杰马勒·米安来青

浦法院访问。

●1986年12月，时

任青浦法院院长倪善

德(前排左一)向上级

法院领导汇报工作。

毋哆



，A 舞翁

●1977年7月，青浦县召开打击刑事犯罪分子

大会。

舀辅幽一￡鼍

●1999年5月，法庭干部下乡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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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艺

●1994年4月，青浦

法院干警庆祝青浦解

放4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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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代代相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政通人和，正值编

修志书的最佳时机。

《青浦审判志》编纂工作从青浦撤县建区的第二年着手，历经近三年广集

资料、全面梳理、去粗取精、精心编纂，终于成稿，并经青浦区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志办审定，付梓出版。这是青浦历史上第一部审

判专业志，是一部具有存史价值的志书，可喜可贺。

《青浦审判志》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建国后，半个世纪以来青浦法院各历

史时期、各审判领域的大量资料信息、史实材料、典型案例和重大审判活动，

观点鲜明、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资料参考价值和较强的知识性、可读性。它

蕴含着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开创新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必将起到

借鉴和启示作用。

《青浦审判志》的问世，凝聚了编纂人员的辛劳和心血，也是历届院领导

和全院干警共同关心、支持的成果。我们要阅读它、利用它，以史为鉴，鉴古

知今，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征途上开创新

业绩，谱写青浦区人民法院新篇章。

是为序。

院长 王秋良

二o O四年十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客观、全面、系统地记述青浦法院审判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注重

思想性、专业性、科学性、客观性的有机统一，力求体现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记述的起迄年限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2000年。大事记顺延至2003年，正、副院长任免顺延至2003年3月。主要论

述青浦法院的审判工作，同时简要追溯建国前的司法审判制度和审判活动。

三、本志结构按章、节、目三级排列。卷首设总述、大事记；再列专章，横

排门类，纵叙史实；后置附录、后记。以记事为主，图表和照片兼用。

四、本志各章之首设简要说明，以反映某审判领域或某项工作的全貌。

然后，选编各历史时期有较大影响或代表当时法律(政策)适用的典型案例。

案例保持原貌，文字略作修改提炼，涉及少年刑事犯罪的罪犯和个人隐私的

当事人姓名，只取其姓而隐去其名。

五、本志首次表述某项法律或法规时使用全称，并用括注简称；对法院名

称的表述，按案件或事件发生的时间，分别表述为青浦县法院或青浦区法院。

事实涉及县、区法院时，则表述为青浦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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