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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零陵全区的检察工作，自1913年建立检察机构开始到1992

年，已经经历了79个岁月。中华民国时期，全区虽然实现了行政与

司法分离、检察与审判分离，但检察工作一直不被重视，发展十分

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区检察工作经历过曲折、反复。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区检察工作拨乱反正，各项检察业务得

到全面发展，充分显示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维护

法律的尊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财产，保

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民主权利，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发挥

的巨大作用。为了总结全区检察工作从创建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发

展与挫折，我们编写这部零陵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检察志》。

《零陵地区志·检察志》的编纂工作自1988年底开始，于

1990年写成初稿，由于初稿的资料性和科学性欠缺，我们于1992

年8月重新组织人员收集资料进行编写，1993年6月完成送评

稿，并采取评议会的形式征求意见，同年11月完成送审稿。

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零陵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办公室、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修志办公室的领导和同志们的精心



指导，得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图

书馆、湖南省档案馆、零陵地区档案馆、衡阳市检察院、湖南省人民

检察院郴州分院、零陵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零陵地区公安处等单位

及同志的热忱帮助和全区各县、市人民检察院、零陵检察分院各科

局处室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零陵地区志·检察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

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根据“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修

志方针，以事实定内容，力求如实地、客观地反映零陵地区各项检

察工作的兴衰起伏、曲折发展及经验教训，真正起到借鉴历史，总

结现实，为发展民主，加强法制，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

作用。 ． 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在《零陵地区志·

检察志》出版之际，我特向全区检察人员和关心检察工作的同志，

特别是走上检察工作岗位的新兵推荐这部志书，把她作为一部必

备的教材，了解和研究全区检察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努力做好检察

工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检察制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 卢腊庆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凡 例

一、本志所记零陵地区检察工作情况，上起零陵始有检察机构

的1913年，有的内容上溯到1841年，下限至1992年。记述了民国

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零陵地区检察工作。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六种体裁，以志为主。述，

即概要记述全区检察工作的历史与现状，置于卷首；记，即全区有

关检察活动的大事记，系全书之经；志，即分门别类记述机构队伍、

刑事检察、经济检察、法纪检察、监所检察、控告申诉检察、民事行

政检察、林业检察、检察技术等检察工作，为全书之纬；图表，即将

图表分别附于各门类之中，使文表相互补充，图文相互照应；录，即

将各章节不能容纳而又有入志价值的有关规章制度和重要文献集

为附录，列为卷末。

三、本志以类系事，横排章、节、目，纵写史实。各章依类分列

节，一般从节开始，按时间先后次序纵述史实，节以下设目，按目依

时纵述。

四、历史纪年，按当时通用的习惯称谓，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

份。 ，

’

五、本志坚持“专志贵专”的原则，主要记述各项检察业务工

作，不涉及其他工作。 ．
·

六、本志有关全区检察机构人员，业务工作数字，以全区检察

机关的统计报表数字为准；无统计报表的，以工作总结或专题报告

中的数字为准；民国时期的各种数字，以各档案馆藏的有关资料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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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l

概述

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7年2月9日)，清政府

颁布《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宣统元年七月十日(1909年8月25

日)和十二月二十八日(1910年2月7日)，又相继颁布了《各省域

商埠各级审判检察厅编制大纲》及《法院编制法》，规定全国设总检

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及初级检察厅四级检察机关，分别

配置于同级审判厅内，“独立行其职务”，这是中国有检察制度之

始。当时，全国其他各省陆续建立了省高等检察厅及一些地方检察

厅与初级检察厅，湖南省从宣统二年(1910)起至宣统三年(1911)

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时止，检察机关一直停留在筹办阶段，

一个也未建成。

中华民国1年(1912)，湖南省当局按北洋政府指示“暂行援

用”清末司法体制，首先在省城创设了湖南省高等检察厅。民国2

年(1913)2月，永州地方检察厅和永州初级检察厅成立，这是零陵

地区建立检察机关之始。民国初期，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区内

政局长期动荡不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全区检察机关

时建时撒，且多数年份缺而未设，长期由县长(县知事)兼理检察职

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分别

于1950年9月、1951年3月发出的关于建立各级检察机构的指

示，湖南省人民检察署零陵专区分署于1951年6月成立。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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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零陵、衡阳、郴州三个专区撤并，成立湘南行政公署，零陵专

区检察分署随之撤销。

1954年7月，湘南行署撤销．分置衡阳，郴州两个专区，同时

设立湖南省人民检察署衡阳专区分署和郴州专区分署。祁阳、零

陵、东安、道县、江永、江华、宁远七县检察院由衡阳专区分署管辖，

新田、蓝山两县检察院由郴州专区分署管辖。区内各县检察机关根

据党的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投入社会镇反、内部肃反和保护农业合

作化运动，担负起对反革命罪犯及其他刑事罪犯的审查批准逮捕

和审查决定起诉工作，并依据法律规定，全部担负起应由检察机关

负责侦查的刑事案件的侦查业务，还逐步开展了对审判活动和刑

事判决裁定执行的监督，对监所、劳改单位的工作也普遍进行了检

察。还开展了_般监督和接待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查处了一些

违法违纪案件，同时对有些有关国家或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

提起诉讼或参与民事诉讼。 ·

1957年下半年，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区内各县检察机关的

法律监督职能和有的检察制度受到批判与否定，少数同志因言论

错误被扣上了“右派”的政治帽子，致使检察职权的行使受到了挫

折。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区内各县检察院同法

院、公安机关实行联合办公，执行“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作

法，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奋斗目标和浮夸的快速办案指标，片面强

调解放思想，忽视坚持实事求是，只求加快办案速度，忽视办案质

量，忽视公检法互相制约，从而使检察工作进入了一个艰难曲折的

阶段。

1962年12月，零陵专员公署恢复，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零陵分

院(以下简称零陵检察分院)随之成立。按地区划分，管辖零陵、东

安、道县、宁远、江永、江华、新田、蓝山等8县检察院。

1963年，零陵检察分院贯彻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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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组织上、制度上，加强自身建设，主动配合公安，法院打击现行

反革命分子及其它刑事犯罪分子，保卫农业生产的发展；组织检察

干部深入厂矿企事业单位，对生产中出现的伤害和重大责任事故

等违法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并提出改正意见。同时，还检察纠

正错捕、错押、错判案件，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1964"--"1965年，

地、县两级检察院遵照中共中央“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

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改造成为新

人”的指示，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加强对四类分子的改造，保卫

农村“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和城市“五反”(反贪

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运动

的顺利进行．

1966年5月"-'1976年lo月的“文化大革命”，给检察机关、检

察事业带来严重的灾难，机构陷于瘫痪，人员被迫分散，职权无法

行使，这期间，全区检察机关一度(1967年3月""1968年10月)由

中国人民解放军6952部队和零陵军分区实行军管；1968年10月

以后，又由地、县革委会“人民保卫组”所取代。1975年第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

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这就从立法上取消了人民检察机关。这

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次大倒退。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规定，重新设置各级人民检察院。5月24日，中共

中央相继发出了关于在全国尽快建立各级检察机构的指示(中发

21号文件)，9月25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零陵分院恢复重建，零

陵地区所辖的零陵、东安、双牌、道县、宁远、江永、江华、新田、蓝山

等9县，也于1978年8月～1979年6月相继重建了县人民检察

院。1983年，祁阳县由衡阳地区划归零陵地区管辖，其后，零陵县

被撤消，成立冷水滩、永州两市，故至1989年底止，全区共有1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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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人民检察院。全区检察机关重建后，首先便积极开展刑事检

察工作，并把它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主要任务。通过审查批捕、审

查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和打击严重刑事犯

罪。特别是从1983年8月起，地、县两级检察院便遵照中共中央指

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与公安、

法院紧密配合，积极投入了全国统一部署的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

斗争(简称“严打”斗争)，经过“三年为期，三大战役”，依法从重从

快打击处理了一大批破坏社会治安秩序，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的刑事犯罪分子。其中属于杀人、放火、爆炸、投毒、强奸、抢劫、重

大盗窃等“七类”案犯占38％。根据零陵地区的特点，对于一些触

犯刑律、构成犯罪的封建宗族械斗的为首分子；“文化：℃革命”期间

乱杀人的组织者、指挥者也及时批准逮捕和向法院提起公诉。1989

年春夏之交，北京出现的政治动乱波及零陵，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

门对那些进行反革命煽动破坏的少数反革命分子，依法作出惩罚。

与此同时，零陵检察分院和多数县检察院开展了林业检察工作。

1990．--,1992年，共批捕252人，向法院起诉208人，免予起诉19

人，对维护林区治安秩序，保护国家森林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1992年，全区检察机关共批捕各类刑事案犯23763人，决

定起诉22525入；免予起诉2338人}出庭支持公诉13562案次，有

力地打击了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促进了社会治安情况的好转，维护

了社会稳定。其次，全区检察机关还不断加强了监所检察工作，从

1984年起，对全区三个劳改单位——湖南省第三监狱，零陵地区

劳改支队，长茅坪劳教所(后撤销并入地区劳改支队)，先后由零陵

检察分院、永州、冷水滩两市院派出专职检察员，检察组(1992年

即称检察室)，常年驻狱，驻队检察；全区11个看守所，分别由各县

市检察院监所检察科、股派人常年驻所检察。认真贯彻“改造第一，

生产第二”的方针，坚持以执法检察为主，毫不放松对改造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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