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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法院院长在息烽集中省

台影留念。[最高法院肖

笏院长(左二)、省法院jK

昧春院睦(充一)、市巾纫

去院侯建英院长(右二)、

吾烽县法院天晓明院长

+右一)]。

1 999年元月18臼，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

到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税察工作，侯建英院长

等院领导热烈欢迎肖扬

院K。

1992年9YJ．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长华联奎到

贵阳市视察贵阳市法院

系统的“两庭”建设工

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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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沈德咏副院长(右二)在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

刮院长候建英(左一)的陪同下．到贵阳市中级

，并与中级法院院长朱骏德(右一)亲切交谈。



城高人蝇法院1H判委m会委员刘荔

琛(巾)相：竹法院张林存院长(庀)陪同下至

我院调研。

址t岛人K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谢锦汉

(打二一)拒省法I耽张林柞院K(左--)陪同下
列找院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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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人民法院印
眦川¨㈨一∞鲁。一一昌o∞

臻葫瓜鹱甏贵阳市人民法院关防他川i叫一毋鲁一一咕粤∞譬一麟≯M强嘲鞴嚣张骤一激
贵阳市人民法院

民事庭

他川¨圳一咕砖一一蓦∞q

贵阳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

=型川¨㈨一昌三一兽一一∞
贵阳市人民法院

刑事庭

他川¨㈨一052一一咕55叫

贵阳市人民法院

贵阳市人民法院监狱

看守所铃记

他川j㈣一§：。g

他川¨期一心5【】o一咕掣。

贵阳市人民法院

看守所铃记

他川¨州若富k董兽。

贵阳市人民法院

劳动大队

他⋯i㈨一墨一心一墨一。



贵阳市人民法院

人民接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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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人民法院

第一区分庭印

使用日朗．一954明1_一055∽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行政科

刑事审判庭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他川H期一咕野：至一

性川¨期一誊三妻k

贵阳市人民法院
第三区分庭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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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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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可以明智，盛世修志，是为传统。适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五周年之际，

《贵阳法院志》编撰成书，确是可喜可贺之事。

一来，中国的改革已到攻坚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El趋复杂，改革、发展、

稳定的任务叉很艰巨，如何把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建设“大贵阳”的大局观念体现在

法院工作中，并且做到创新和卓有成效是新一代社会主义法官应思考的问题。而《贵阳法院

志》所记述的建国以来法院围绕国家经济政治大局开展工作，与祖国繁荣的过程同步得到发展

的史实，正好为今天的法院改革提供借鉴。

二来，中国法官制度的改革已到攻坚阶段。面对体制改革，错综繁杂，经济发展日新月异，

法官职业化的进程面临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价值观念、组织结构、任用选拔方式的考验，而《贵

阳法院志》所记栽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朝”史实中，对法官们的生存待遇、任免程

式等均能起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借鉴，使当今的法官们能更好地了解过去，理解现代，开

拓未来，从而完成好队伍建设的任务。

三来．随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扩大，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要求越来越

高，作为解决社会矛盾最后防线的人民法院，如何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准确地适用

程序法和实体法公正、高效地审理案件，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是人民法院必须遵循

的现代审判规律o《贵阳法院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记录了清末、

民国和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法院审判工作情况。对批判吸收传统审判方式，继承发扬人民司法

的优良传统。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审判特色提供了“鉴古而知今”的史料条件，使审判

工作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托。

总之，法院志秉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记述了法院从

清未至2000年，特别是建国以来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历史，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用求真务实

的作风广泛查阅历史档案和当今文献，实事求是地记栽了贵阳市法院的审判工作史实，是一部

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专业性、时代性和地方性特色的新型志书。对今后的法院建设和审

判工作的开展。法院改革的决策，法官的传统教育，科学研究等都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起到存

史益治、教育和借鉴的作用。 ．

此书的及时编印。是为全面保存搜集的法院史料而为。由于编撰人员并非专职，虽几经修

改。屡易其稿，仍难免错漏，望读者勿求全责备。虽有此虑，仍感法院志的成书，是法院文化基

础建设的大事，是以为之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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