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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各个革命根据地就相继建立了人民的审判机

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随着全国各地的陆

续解放，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建立起来o

1951年1月1日，路南县在撤销过渡性质的临时司

法机构——路南县临时人民政府仲裁委员会的同时，

根据上级党委、政府的指示，正式成立了“路南县

人民法院”o作为在彻底摧毁旧的反动法院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新型法院，它在建国初期，通过审判活

动，在全县范围内打击了残余的反革命势力，惩罚

了犯罪分子，调整了民事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为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职能作用。 ·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初步统一了

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o 1952年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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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整顿了人民法院，划清了新旧审

判制度的界线。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对人民法院在国家

机构中的地位、性质、任务、组织体系和活动原则，

作了全面的规定。从此，路南县人民法院的建设进

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以后短短的三年内，路南

县人民法院就初步健全了组织机构，建立了各项审．

判工作制度，审判工作在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指导

下，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到了50年代末期， ．

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

法规定的某些原则和制度受到错误的批判，路南县
?

人民法院的建设遭受了挫折，审判工作发生了失误o ，

1962年，在党的领导下，路南县人民法院经过整顿， ’l‘

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但是其后不久，又遭受了 i参

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1978年，党的十 。懑

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 ?掣

主义法制的战略方针，路南县人民法院的建设得到 。；荔

了全面、迅速的发展，并走上了实事求是，依法办 爹学

案的轨道。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日益健全，适 ‰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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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路南县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得到了全面的开展，在。

思想上、组织上和制度建设上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地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为了总结路南县人民法院在40多年曲折发展历

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系统全面地记述路

南县人民法院的历史和现状，以达到“资治、存史、

育人”的目的，使路南县的审判工作“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o 1988年初，我们着手编写《路南彝族自。

治县法院志》o在长达8年的编写过程／中，编写人员

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劳动，上级业务部门及有关的同

志也给予了许多的宝贵支持和关怀。《路南彝族自治

县法院志》能如期完稿并得以顺利出版发行，是他

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路南彝族自治县法院志》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观点鲜明正确，

入稿资料丰富翔实，行文规范，体例得当，文风端

正；是一部较为成功的人民法院专业志书。希望全

院干警充分借鉴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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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地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发挥好

审判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职能作用，正确处理

“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保障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新的贡献!．

——4——

路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 陈志平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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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l
f

例

一、《路南彝族自治县法院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如实记述路南法院工作的发展变化过程。

二、本志上限从清朝宣统元年(1909)起，下限到1990

年止，个别节目为反映事物全貌，作了适当的上溯或下延。

三、书中资料来源于省档案馆、曲靖地区中级法院档案

室、邻县及本县档案馆、本院档案室资料及调查采访核实的

口碑资料。’ ，

四、本志体例采用章节条目体，运用述、记、志、传、

图、表、录的体裁、横排门类，纵叙史实，详今略古，重点

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审判事业，特别是县人民法

院恢复重建后的发展实况，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为主，与记事

本末体相结合，按时问顺序排列：

五、地名、人名、机关单位名称，法律、文献等，以当

时用名为准，时问引用历史年号，用括号加注公元，使用数

据，除习惯用汉字表示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六、计量单位，遵循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算单位》中的有关规定，历史上的旧计量单位仍依其旧；

未统一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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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对行政区划和行政体制，均按当时的情况和称

谓。领导机关或办事机构，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为简
称。

八、为了便于记述，本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划分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称解放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称解放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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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路南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部，东邻泸西县，南连弥

勒县，西北与宜良县接壤，东北与陆良县交界。隶属昆明

市，距省会昆明市89公里。总面积1725平方公里，海拔在

1500至2601米之间。1990年辖8乡2镇，90个办事处，334

个村民委员会，338个自然村，516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全

县总人口202180人，有彝、汉、苗、壮等民族，其中彝族

62705人，占总人口数的31．0l％。

路南彝族自治县，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驰名中外的石

林名胜风景区就在县境内，它以奇特的自然景观，构成了

雄、奇、秀、幽、雅的喀斯特地貌风光。被誉为“天下第一

奇观”和“天然博物馆”。。

·1276年设路南州，隶属澄江府。1913年州改为县，隶

属滇东道。1949年7月12日，成立路南县临时人民政府，

隶属弥泸地区。1950年5月6日，成立路南县人民政府，隶

属宜良专区，1954年隶属曲靖地区。1984年1月划归昆明

市管辖。

路南县司法机构，清朝以来，县令集司法、行政于一

身，刑、民不分。1945年11月1日，路南县政府设司法处，

改承审员为审判官。1947年司法处改为军事审判。县长兼

理军事法官。1949年12月12日，路南县城解放，成立临时

一3一



仲裁委员会。1950年8月10日'．组成临时人民法庭。1951

年1月I H，成立路南县人民法院。

县法院成立之初，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运用审判武

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及时审判刑、民事案件，调处民事

纠纷。1951年3月，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为了打开局面，县人民法院于4月2日，在县城魁阁运动场

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

命条例》镇压了恶霸、土匪、反革命分子32人。从此，在

全县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集中打击土匪、恶霸、特务、

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共逮埔了1825人，’对罪

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处予死刑，为各项民主改革运

动扫清障碍，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另外，县人民法院还

结合土地改革运动，依照仲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配合机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惩处了一

批贪污、盗窃分子，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财产。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使人民法院在依法办案上有了明确

的依据。《组织法》明确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原则：人民法院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实行公开审判、辩护、陪审、回避、

合议、上诉等制度，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原则。

1955年6月，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针对残余反

革命势力破坏活动明显抬头的情况，开展了第二次镇压反革

命运动，斗争的锋芒是打击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现行

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打击镇反运动中漏网的隐

藏较深的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坚持严肃谨慎，长判少

杀、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方针，正确、合法、及时的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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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批反革命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反动

派在路南的社会基础。使全县社会治安大为好转，出现了

1956年国泰民安的大好形势。

1957年整风反右和1958年的“大跃进”，在干部中造成

思想混乱，不敢讲真话，工作上虚报浮夸的局面。严重影响

到党内正常生活和法律工作上的正常秩序，出现了办案人员

不敢坚持原则的现象。一度时间，轻视法律，宁“左”勿

“右”的错误比较流行，社会上的违法乱纪现象较为严重。

随着工农业大跃进，也要求政法工作大跃进。法律规定的正

常审判秩序、制度被冲击，采取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办案，

提出审判案件“放卫星”．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不分彼

此，“出门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

员”的错误要求。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放到基层，出现

了刑事审判工作中的违法行为。审判案件只讲数量，不顾质

量，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打击扩大化，干部积极性受到抑制，民事积案堆积如山，严

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1960年。检查纠正了一些过

“左”的做法，甄别纠正了一部分被错处的案件。1962年，

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人民法院工作若干问题

的规定》，逐步恢复了人民法院实事求是的审判工作的优良

传统，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正确贯彻执行“杀人要

少、捕人要少、管制也要少”的政策，政法工作重新走上了

正确的轨道，刑事案件大幅度下降。建立健全民间调解组

织，大量的民事纠纷案件得到了处理，增进人民内部团结，

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林彪、江青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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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集团“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下，人民法院受到严重冲击和

破坏，干部有的被批斗，有的被调离。军事管制期间，“四

人帮”帮派势力横行，法律遭到践踏，社会秩序混乱，各种

犯罪活动猖獗。执行“公安六条”处理案件，“恶攻”案件

上升，是人民法院有史以来冤假错案较多的年代。民事纠纷

案件停止办理。19r73年3月，撤销军事管制，恢复县人民

法院建制，但缺乏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法律依据，审判工作仍

然无法正常进行。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深入批判

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的反革命路线，清除了政法战

线上“左”的流毒和影响，使法院的审判工作有了新的转

机。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确

定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迎

来了法制建设的新时期。县人民法院真正能依法独立行使审

判权。1979年。按照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文

革”期间判处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全面复查处理。做到纠正错

案，平反假案，昭雪冤案。对62件错案作了改判纠正。并

对“文革”前处理的反革命案，也作了全面复查，通过复

查，使一些被冤屈的人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和公职。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有了较快发展，经济领域内的

犯罪活动比较突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日益增多。

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

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在此前的同年3月8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也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

定》，县人民法院加强了经济犯罪案件的审理，从严惩处了

罪犯，保障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1983年8月，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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