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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陆
广平来院检查指导工作。

中国二级大检察官，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原检

察长，十六、十七大全国人大代表张学军(右四)

来沐川县检察院视察。

2008年8月20日，新任县委书

记廖克全(中)在县政法委书记胥

大齐(左)陪同下到本院调研。

县委书记叶三强(左三)到县

检察院调研。



2008年3月1 7日，召开“三大主

题活动”动员大会。



仪式

“5·1 2”特大地震第四次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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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干警参加歌咏比赛



三级规范化检察室

日川省格喜机*

人民满意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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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国检察制度产生于清末光绪年间，至今100多年历史。沐川

1942年建县后，在地方法院内附设检察处，按照民国时期《法院组

织法》的规定行使其检察权。沐川的检察历史只有60多年。1951

年1 0月，沐川县人民检察署成立；1955年2月，更名为沐川县人

民检察院；文革中，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检察工

作基本停止；1978年，沭川县人民检察院重建。沐川县人民检察院

干警在几十年不平凡的历程中，牢记使命，发挥职能，实施刑侦监

督，开展反贪反渎，提起支持公诉，加强审判监督，在贯彻执行党

和国家的政策、法律，打击敌人、处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沭川

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组织编写《沭川县检察志》，是为了真实反映沭川检察历程，记

下其所取得的成就和辉煌，同时也如实记录其中的曲折和不足，以

激励当代、警示后人，发挥志书“资治、存史、教化骨的作用。

《沐川县检察志》是编辑人员辛苦耕耘的结果，凝聚着他们的智

慧和汗水，县检察院的有关人员也为此书的编纂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此，向此书的编委会成员、编辑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沐川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 卫

2009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客观、真实、科学地记载沐

川县检察工作的发展与变化。

二、本志上限自有资料记载起，下限止于2009年底。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传、表、录诸体。横分门类，纵述始末，首设

概述，钩玄撷要，时序为经，再分章节，记事系人。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文书档案，也有其他部门文字记录，专访记录，

所有资料均经核实，务求真实而后使用。

五、本志用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体，文字、标点、纪时、计量均使用国

家规范标准。

六、本志遵守保密法规，涉及机密资料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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