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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院院长张林春到六盘水法院视察法庭工作
张林春(右)、王福印(中)、黄建中(左)。

1 994年12月17日．市中院院长吴楚主持
全市法院工作会议。

1990年10月5日．市中院院长王福印

传达省高院信息工作会议精神。

1999年8月3日，市中院院长黄建中传达
中央文件，安排部署执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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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10日，市中院党组全体成员
研究部署全市法院机构改革工作．

1999年1月6日．全市法院政工科长会议

音B署法官等级评定工作。

1995年6月23日．全省法院英模报告团
到六盘水市法院宣讲英模先进事迹，

1996年1月18日．1995年度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领奖



拣絮錾簇是蛊宴妻水市中蠕人民去院第二届机关党委选举大会。

±音训翼益善参25日·全市法院司法警察业务

颁奖现场
日，全市法院迎香港回归知识竞赛

1998年8月20日．全市法院《保密法》知识

竞赛颁奖现场。



996年8月，全市法院面试招录人员

990年10月19日全市法院《行政诉讼法》培训班考试



986年1月24日．市中院组织基层人民法庭
庭长学习《民法通则》

／。

998年1 1月21日．全市人民法庭建设工作会议

999年6月．省市两级法院领导检查人民法庭建设工作

：一A▲：‘：
1996年12月．在全市人民法庭达标建设

活动中．六枝特区岩脚人民法庭经验收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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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年3月1 1日．市中院开廑审理民事案件

r

墨

2000年1 1月，市中院开庭审理刑事案件

市中院审判法庭

999年6月26 E1．市中院公开宣判毒品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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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竺厦． 兰婆鞠
六盘水市“六·二六”禁毒公捕、公判暨公开销毁

毒品大会会场。

中共六盘水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公开销毁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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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年，市中院扶贫援建的水城县果布戛小学

1998年6月26日．市中院法官上街
宣传禁毒法律知识。



2000年10,EI，市中院执行局挂牌，首任
局长张进军接牌。

2000年12月，六枝特区人民法院档案验收达标

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会议室

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办公大楼^¨ooo年以前一



六盘水市志总凡例

六盘水市志总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

记载六盘水市的历史和现状。

二、原则上以1988年市属行政区域为记述空间。追溯史实，不避讳曾

经管理过的市境外企业。市境内中央直属企业、省属企业及其他非市属单位

的情况，亦予记述。内容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一般始于各项事业发端，下限

断至脱稿时。

三、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人物志》、《附录》和各专业志所组

成。各分志定名为《六盘水市志·××志》。专业志按章节体编排，不设

《：大事记》和<人物传》，原则上不设《序言》。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

五、遵循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重点记栽1965年六盘水市开发

建设以来的历史。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不设专章记述，内容散见于

<大事it)和有关专业志。

六、根据需要，《附录》可置于相应章、节之末。

七、本志资料源于图书报刊、文书档案及调查采访等。文内一般不注出

处。采用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主管部门的为准。

八、除引文外。一律用规范化语体文行文。简化汉字、标点符号、计量’

单位的使用及数字用法，遵循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1949年12月以前的各

类钱币，按流通时的币制、币值记写；1949年12月至1954年的币值，按

1955年以后的人民币币值换算记写。

九、纪年表述。夏历用汉字，如正月初五，丙寅年十月十五日。清代以

前历史纪年亦然，同时括注公元纪年，如雍正九年六月十二日(1731年7

月5日)o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38年(1949年)o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

十、专项事物名称用当时称谓，今已改变地名的，括注今名。

十一、在遵循《总凡例》的前提下。各分志可根据自身特点设《编辑

说明》o



编辑说明

编 辑 说 明

一、本志上限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下限2000年。遵循”立足当

代，略古详今”的原则，对解放前的部分，只叙述了与司法组织机构有密

切关系的内容，对诉讼制度及相关诉讼程序作简要介绍。主要记载解放后，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审判史实。

二、为精炼文字，行文中，一般情况下六盘水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市

中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简称“省高院”o

三、本志所用的专业术语，以《法学词典》为准。

四、由于各基层人民法院都在本院的院志中对干警情况作了详细叙述，

并有名录，本志中基层人民法院干警未被录入。

五、由于法院系统的统计数据在1992年以前只分大类，故在叙述时

1992年以前的数据只表述各类案件总数，1993年以后的数据表述采用列表

方式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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