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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1979年幔

复重建至1995年的院址，办公楼厦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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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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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A,J-年首次颁发检察荣誉证书和奖章座谈会，县委、人大、政府

政法委的领导同干警厦离退休的同志合影

县委、人大、纪委领导参加《检察官法》

颁布实施压谈会

检察长普发升在纪念检察机关恢复重

建二十周年晚会上讲话

原检察长退休干部田以华在纪念检察 一九八七年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

机关恢复重建二十周年晚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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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车辆装备

f 2000年)

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职工

娱乐目厦绿化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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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五·四青年节，共青团吏部集

体到无量“‘高峰1组织活动时留影

昔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男子篮球

队1993年在星江苹行思茅地区检察系统首

届篮球运动会获得第一名．1993年至1999

年在县级机关一直保持甲级组前四名

1994年-‘三·人’国际妇女节全院女干

警到瑞丽参观游览



二000年^月空院干警合影．前排左起：黄恩英，

邓承自，维i生、普发升、颇仕鹏、张鹤翔．二排左起罗

贤、罗i琼、李跣萍、吴自灿、丰晚燕、夏海其张华i、待

明&、候^渡日志萍、谢目，车仕莞，=排左起刘泉杨

跃刚、率责目、廖杰、Ⅻ右斌、罗蒂进、日宝富，刘i、戴兴

康、李选安、廊加兴，四排左起：车卫东、何光十张磐、栽

Ⅸ、采磊王有志、周敏、左琼益、马恒明、赵海，五排左

起：用明虞陈亲权、程汝桀，奈仕安、刘霉宏、，成辉邱

镕q、李树*撩开锦

《检薛志》鳊幕领导十组厦鳊纂人月

台影+前排左起：陈宗权、日“华、彭e翔．

t排左起：黄仕其、≈承自．昔发升、施仕

鹏、张鹤朔

2001年3月9日鲁加¨§察志》审稿套议目志台影．前排左起：待女生、查正芹、日d华，*大学、曹守

基、陈堆进、邵贤刚．第二排左起：周敏、戴*康、，荣凡、伍缸元、彭B翔，，度n，陈世伟、张鹤翔、李应

纪，第=排左起：温元浩、陈宗权、奈仕安、庙仕鹏、4承功



景东检察志编纂领导小组及编篡人员

1993年至1995年组长： 鲁益光

组员： 陈世伟 郑兴友

主编： 田以华

编辑： 彭启翔

1995年至1997年组长：

组员：

主编：

编辑：

普发升

陈世伟 郑兴友

田以华

彭启翔

资料收集： 彭启翔 陈宗权 田以华

打印： 侯玉波 田治平

1999年l 1月2日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主编：

副主编：

打 印：

普发升

颜仕鹏

邓承功 黄思英 张鹤翔

田以华

彭启翔 陈宗权

冯宝富



序 言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任务是通过行使检察权，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

全的犯罪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维护社会

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

制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

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并通过检察活动，教育

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同各种犯罪行为作斗争。

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自1955年8月1日建立至1999年的44年，和全国的检

察机关一样，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在1958年“整风反右”和“大跃进”中，由于受“左”

的错误干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各项原则受到错误的批判，检察机关被视为“可有

可无”的机关，组织建设，业务建设受到严重挫折和削弱；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取消了各级检察机关，景东县人民检察院也不例外，使检察工作

中断了10多年。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又恢复了人民检察院的设置。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一

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方针指引下，各级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景东县人民检察院于

1979年1月1日恢复挂牌办公。自恢复重建至1999年的21年间，组织建设，各项检察业

务建设，干警住房，办公设施，环境绿化美化等方面都全面发展。并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为保护人民，打击敌人，处罚犯罪，惩治腐败，服务“四化”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检察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

显得重要，在社会主义国家政体中，检察机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有不可，只能加强，不

能削弱。

我们国家正处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

主义法制的新时期，在实行依法治国方略进程中，为使广大读者更好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

检察制度的特点及其优越性；了解景东44年来各个时期的检察工作，特别是创建、削弱、

中断、重建和全面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根据云南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和云南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志》编篡领导小组的部署安排，本着实事求是，以翔实的史料反映历史和现

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的精神，编篡《景东检察志》，这是景东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检察

志》。

《景东检察志》由《概述》、《大事记》、《机构》、《职能》、《案例》、《文秘后勤》、《人事政

工》、《党群组织》、《重要报告》、《附录》共十个部分组成。读者可从《概概述》、《大事记》中

了解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创建、削弱、取消、重建曲折发展的历程；从《机构》、《职

能》、《案例》中了解各个历史时期，检察职能的发挥情况；从《文秘后勤》、《人事政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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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织》、《重要报告》中了解几起几落的教训以及恢复重建以来全面发展的情况。以供后

世资鉴。

由于编篡人员水平有限，难免存在疏漏和错误，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普发升

二Ooo年六月七El



凡 例

一、《景东检察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如实记述景东检察机

关曲折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为首次编纂，上限1955年，下限1999年，部份内容延至2000年，力求反映事

物的全貌。

三、资料来源于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档案室和县公安局、县人民法院档案室，

以及回忆，调查核实的口碑资料。

四、体例采用章、节、目体，运用述、记、志、图，表、录体裁，以演变纵叙史实，重点反映

景东县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以来全面发展的情况。

五、本志为语文体、横排竖写，分章、节、目三个层次，由《概述》、《大事记》、《机构》、《职

能》、《案例》、《文秘后勤》、《人事政工》、《党群组织》、《重要报告》、《附录》10个部分组成。

六、本志在编纂中尚未查到景东解放前有关检察机构的史料和记述，故只在《概述》中

对景东历史上的司法制度作简要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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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张德旺等人迷信闹鬼杀死妻子案⋯⋯⋯⋯⋯⋯⋯⋯⋯⋯⋯⋯⋯⋯⋯⋯⋯⋯(77)

七、袁永平定性不准、量刑畸重抗诉案⋯⋯⋯⋯⋯⋯⋯⋯⋯⋯⋯⋯⋯⋯⋯⋯⋯(78)

八、否定田家虹参与卢宗海盗窃案⋯⋯⋯⋯⋯⋯⋯⋯⋯⋯⋯⋯⋯⋯⋯⋯⋯⋯⋯(78)

九、余占领抢劫杀人、盗窃案⋯⋯⋯⋯⋯⋯⋯⋯⋯⋯⋯⋯⋯⋯⋯⋯⋯⋯⋯⋯⋯(79)

十、何景洪等l 1人堵塞交通案⋯⋯⋯⋯⋯⋯⋯⋯⋯⋯⋯⋯⋯⋯⋯⋯⋯⋯⋯⋯(80)

十一、罗雏富违章设渡造成重大交通事故案⋯⋯⋯⋯⋯⋯⋯⋯⋯⋯⋯⋯⋯⋯⋯(80)

十二、曹万聪拐卖人1：2案⋯⋯⋯⋯⋯⋯⋯⋯⋯⋯⋯⋯⋯⋯⋯⋯⋯⋯⋯⋯⋯⋯⋯(81)

十三、罗海洋运输毒品案⋯⋯⋯⋯⋯⋯⋯⋯⋯⋯⋯⋯⋯⋯⋯⋯⋯⋯⋯⋯⋯⋯⋯(81)

十四、蔡子成、蔡东兴、蔡老六走私毒品案⋯⋯⋯⋯⋯⋯⋯⋯⋯⋯⋯⋯⋯⋯⋯⋯(82)

十五、黄德琪故意杀人抢劫案⋯⋯⋯⋯⋯⋯⋯⋯⋯⋯⋯⋯⋯⋯⋯⋯⋯⋯⋯⋯⋯(83)

十六、谭选林杀害丈夫案⋯⋯⋯⋯⋯⋯⋯⋯⋯⋯⋯⋯⋯⋯⋯⋯⋯⋯⋯⋯⋯⋯⋯(84)

第三节加刑案件案例⋯⋯⋯⋯⋯⋯⋯⋯⋯⋯⋯⋯⋯⋯⋯⋯⋯⋯⋯⋯⋯⋯⋯⋯(85)

一、张世春脱逃、强奸、盗窃、招摇撞骗案⋯⋯⋯⋯⋯⋯⋯⋯⋯⋯⋯⋯⋯⋯⋯⋯(85)

二、段江、胡发顺脱逃、流氓案⋯⋯⋯⋯⋯⋯⋯⋯⋯⋯⋯⋯⋯⋯⋯⋯⋯⋯⋯⋯⋯(86)

三、龙阿伞、赵阿图脱逃、偷越国境、走私毒品案⋯⋯⋯⋯⋯⋯⋯⋯⋯⋯⋯⋯⋯(87)

第四章文秘后勤⋯⋯⋯⋯⋯⋯⋯⋯⋯⋯⋯⋯⋯⋯⋯⋯⋯⋯⋯⋯⋯⋯⋯⋯⋯⋯⋯(88)

第一节文秘⋯⋯⋯⋯⋯⋯⋯⋯⋯⋯⋯⋯⋯⋯⋯⋯⋯⋯⋯⋯⋯⋯⋯⋯⋯⋯⋯⋯(88)

一、秘书工作⋯⋯⋯⋯⋯⋯⋯⋯⋯⋯⋯⋯⋯⋯⋯⋯⋯⋯⋯⋯⋯⋯⋯⋯⋯⋯⋯⋯(88)

二、档案管理和统计⋯⋯⋯⋯⋯⋯⋯⋯⋯⋯⋯⋯⋯⋯⋯⋯⋯⋯··o,*o o，o o⋯⋯··(88)

三、监印⋯⋯⋯⋯⋯⋯⋯⋯⋯⋯⋯⋯⋯⋯⋯⋯⋯⋯⋯⋯⋯⋯⋯⋯⋯⋯⋯⋯⋯⋯(90)

四、保密工作⋯⋯⋯⋯⋯⋯⋯⋯⋯⋯⋯⋯⋯⋯⋯⋯⋯⋯⋯⋯⋯⋯⋯⋯⋯⋯⋯⋯(90)

第二节后勤⋯⋯⋯⋯⋯⋯⋯⋯⋯⋯⋯⋯⋯⋯⋯⋯⋯⋯⋯⋯⋯⋯⋯⋯⋯⋯⋯⋯(91)

一、经费⋯⋯⋯⋯⋯⋯⋯⋯⋯⋯⋯⋯⋯⋯⋯⋯⋯⋯⋯⋯⋯⋯⋯⋯⋯⋯⋯⋯⋯⋯(91)

二、交通工具⋯⋯⋯⋯⋯⋯⋯⋯⋯⋯⋯⋯⋯⋯⋯⋯⋯⋯⋯⋯⋯⋯⋯⋯⋯⋯⋯⋯(93)

三、刑侦器材及电器⋯⋯⋯⋯⋯⋯⋯⋯⋯⋯⋯⋯⋯⋯⋯⋯⋯⋯⋯⋯⋯⋯⋯⋯⋯(93)

四、服装⋯⋯⋯⋯⋯⋯⋯⋯⋯⋯⋯⋯⋯⋯⋯⋯⋯⋯⋯⋯⋯⋯⋯⋯⋯⋯⋯⋯⋯⋯(93)

五、办公用房及住房⋯⋯⋯⋯⋯⋯⋯⋯⋯⋯⋯⋯⋯⋯⋯⋯⋯⋯⋯⋯⋯⋯⋯⋯⋯(94)

第五章人事政工⋯⋯⋯⋯⋯⋯⋯⋯⋯⋯⋯⋯⋯⋯⋯⋯⋯⋯⋯⋯⋯⋯⋯⋯⋯⋯⋯(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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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领导体制⋯⋯⋯⋯⋯⋯⋯⋯⋯⋯⋯⋯⋯⋯⋯⋯⋯⋯⋯⋯⋯⋯⋯⋯⋯⋯(95)

一、垂直领导⋯⋯⋯⋯⋯⋯⋯⋯⋯⋯⋯⋯⋯⋯⋯⋯⋯⋯⋯⋯⋯⋯⋯⋯⋯⋯⋯⋯(95)

二、双重领导⋯⋯⋯⋯⋯⋯⋯⋯⋯⋯⋯⋯⋯⋯⋯⋯⋯⋯⋯⋯⋯⋯⋯⋯⋯⋯⋯⋯(95)

三、改领导关系为监督关系⋯⋯⋯⋯⋯⋯⋯⋯⋯⋯⋯⋯⋯⋯⋯⋯⋯⋯⋯⋯⋯⋯(95)

四、改监督关系为领导关系⋯⋯⋯⋯⋯⋯⋯⋯⋯⋯⋯⋯⋯⋯⋯⋯⋯⋯⋯⋯⋯⋯(95)

五、既受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又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监督⋯(96)

第二节检察人员职责⋯⋯⋯⋯⋯⋯⋯⋯⋯⋯⋯⋯⋯⋯⋯⋯⋯⋯⋯⋯⋯⋯⋯⋯(96)

一、检察长职责⋯⋯⋯⋯⋯⋯⋯⋯⋯⋯⋯⋯⋯⋯⋯⋯⋯⋯⋯⋯⋯⋯⋯⋯⋯⋯⋯(96)

二、副检察长职责⋯⋯⋯⋯⋯⋯⋯⋯⋯⋯⋯⋯⋯⋯⋯⋯⋯⋯⋯⋯⋯⋯⋯⋯⋯⋯(96)

三、检察员职责⋯⋯⋯⋯⋯⋯⋯⋯⋯⋯⋯⋯⋯⋯⋯⋯⋯⋯⋯⋯⋯⋯⋯⋯⋯⋯⋯(96)

四、助理检察员职责⋯⋯⋯⋯⋯⋯⋯⋯⋯⋯⋯⋯⋯⋯⋯⋯⋯⋯⋯⋯⋯⋯⋯⋯⋯(96)

五、书记员职责⋯⋯⋯⋯⋯⋯⋯⋯⋯⋯⋯⋯⋯⋯⋯⋯⋯⋯⋯⋯⋯⋯⋯⋯⋯⋯⋯(97)

六、法誓(司法警察)职责⋯⋯⋯⋯⋯⋯⋯⋯⋯⋯⋯⋯⋯⋯⋯⋯⋯⋯⋯⋯⋯⋯⋯(9r7)

第三节检察人员条件及待遇⋯⋯⋯⋯⋯⋯⋯⋯⋯⋯⋯⋯⋯⋯⋯⋯⋯⋯⋯⋯⋯(97)

一、1955年至1968年⋯⋯⋯⋯⋯⋯⋯⋯⋯⋯⋯⋯⋯⋯⋯⋯⋯⋯⋯⋯⋯⋯⋯⋯(97)

二、1979年至1999年⋯⋯⋯⋯⋯⋯⋯⋯⋯⋯⋯⋯⋯⋯⋯⋯⋯⋯⋯⋯⋯⋯⋯⋯(97)

1966年末工资待遇对照表⋯⋯⋯⋯⋯⋯⋯⋯⋯⋯⋯⋯⋯⋯⋯⋯⋯⋯⋯⋯⋯(98)

1988年检察人员确定职务级剐后工资待遇对照表⋯⋯⋯⋯⋯⋯⋯⋯⋯⋯⋯(99)

1999年末在职检察干警工资待遇对照表⋯⋯⋯⋯⋯⋯⋯⋯⋯⋯⋯⋯⋯⋯⋯(101)

1999牟末离退休检察干警生活费对照表⋯⋯⋯⋯⋯⋯⋯⋯⋯⋯⋯⋯⋯⋯⋯(104)

第四节检察人员的任免⋯⋯⋯⋯⋯⋯⋯⋯⋯⋯⋯⋯⋯⋯⋯⋯⋯⋯⋯⋯⋯⋯⋯(104)

第五节干警培训⋯⋯⋯⋯⋯⋯⋯⋯⋯⋯⋯⋯⋯⋯⋯⋯⋯⋯⋯⋯⋯⋯⋯⋯⋯⋯(105)

第六节历任检察长、副检察长简介⋯⋯⋯⋯⋯⋯⋯⋯⋯⋯⋯⋯⋯⋯⋯⋯⋯⋯(114)

一、历任检察委员会委员名录⋯⋯⋯⋯⋯⋯⋯⋯⋯⋯⋯⋯⋯⋯⋯⋯⋯⋯⋯⋯(120)

二、历任科(局)长、主任、副科(局)长、副主任名录⋯⋯⋯⋯⋯⋯⋯⋯⋯⋯⋯⋯(121)

三、历任检察员名录⋯⋯⋯⋯⋯⋯⋯⋯⋯⋯⋯⋯⋯⋯⋯⋯⋯⋯⋯⋯⋯⋯⋯⋯(124)

四、文革前检察干警名录⋯⋯⋯⋯⋯⋯⋯⋯⋯⋯·⋯⋯⋯⋯⋯⋯⋯⋯⋯⋯⋯··(127)

五、恢复重建后检察干警名录⋯⋯⋯⋯⋯⋯⋯⋯⋯⋯⋯⋯⋯⋯⋯⋯⋯⋯⋯⋯(128)

第七节受各级表彰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名录⋯⋯⋯⋯⋯⋯⋯⋯⋯⋯⋯⋯⋯(133)

一、先进集体⋯⋯⋯⋯⋯⋯⋯⋯⋯⋯⋯⋯⋯⋯⋯⋯⋯⋯⋯⋯⋯⋯⋯⋯⋯⋯⋯(133)

二、先进个人⋯⋯⋯⋯⋯⋯⋯⋯⋯⋯⋯⋯⋯⋯⋯⋯⋯⋯⋯⋯⋯⋯⋯⋯⋯⋯⋯(139)

第八节先进事迹选登⋯⋯⋯⋯⋯⋯⋯⋯⋯⋯⋯⋯⋯⋯⋯⋯⋯⋯⋯⋯⋯⋯⋯⋯(147)

一、先进集体事迹选登⋯⋯⋯⋯⋯⋯⋯⋯⋯⋯⋯⋯⋯⋯⋯⋯⋯⋯⋯⋯⋯⋯⋯(147)

二、先进工作者先进事迹选登⋯⋯⋯⋯⋯⋯⋯⋯⋯⋯⋯⋯⋯⋯⋯⋯⋯⋯⋯⋯(157)

第六章党群组织⋯⋯⋯⋯⋯⋯⋯⋯⋯⋯⋯⋯⋯⋯⋯⋯⋯⋯⋯⋯⋯⋯⋯⋯⋯⋯⋯(165)

第一节党组⋯⋯⋯⋯⋯⋯⋯⋯⋯⋯⋯⋯⋯⋯⋯⋯⋯⋯⋯⋯⋯⋯⋯⋯⋯⋯⋯⋯(165)

第二节党支部⋯⋯⋯⋯⋯⋯⋯⋯⋯⋯⋯⋯⋯⋯⋯⋯⋯⋯⋯⋯⋯⋯⋯⋯⋯⋯⋯(167)

第三节工会⋯⋯⋯⋯⋯⋯⋯⋯⋯⋯⋯⋯⋯⋯⋯⋯⋯⋯⋯⋯⋯⋯⋯⋯⋯⋯⋯⋯(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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