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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常州府及其所辖各县，均由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府、县衙设。三班”捕快。知

府、知县都坐堂同案、审判。清光绪三十年(1904)，武进、阳湖两县设巡警局。光绪三十四．

+年改称警务公所。设有水巡、骑巡、侦探、警卫4队，维护地方治安。辛亥革命后，县民政署

设警务课，后改名警察事务所、警察所。期间．司法权仍由县行政长官执掌，一度成立县地
’ 方审判厅、地方检察厅和初级审判厅、初级检察厅，后合并成立审检厅，1914年撤销。1927

年，警察所改称公安局。1930年，司法和行政分立，成立武进县法院及检察处。1935年县

法院改为地方法院，同时设地方法院检察处。1937年常州沦陷后，日伪政府设警察所，后

改警察局；县知事公署内设司法科，并成立武进地方分庭，隶属于苏州地方法院；1939年

改为武进地方法院，同时设地方法院检察处；1943年，检察处与法院分开，设武进地方检7

察署．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恢复武进县警察局、武进地方法院及地方法院检察处．

1947年，县政府恢复抗战前曾设立的军法庭，由县长兼任军法官，承担审理所谓共党案件

的任务。国民党及其政府凭借这些专政机关，危害人民，镇压革命，群众称穿黑色制服的旧

’警察为：乌老鸦”，称旧法院。堂堂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

1949年4月28日，常州市公安局建立，担负起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人民民主

新秩序的繁重任务，而审判、检察等司法业务，由市人民政府司法科办理．1950年9月，建

立常州市人民检察署(1955年3月改称常州市人民检察院)。1951年4月，成立常州市人

，民法院；1962年10月，成立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时，司法行政工作由人民法院兼管．

通过公、检、法机关的建立和富有成效的工作，逐步改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治安的
。、

混乱状况．解放初期，市区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粉碎了反革命分子企图颠覆7’

人民政权的阴谋，并及时整顿社会治安，取缔反动会道门，禁绝娼妓、吸毒等丑恶现象，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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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监督改造四类分子．公安、司法工作紧紧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

工作，为巩固政权、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市区刑事案件发案率逐年降

低，1956年发案300件，比1950年的722件降低58．5％，从市区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社会秩序。1965年，市区发

案139件，占市区人口数的4‰，为发案率最低的一年。“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司法工作

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被践踏。公、检、法机构无法行使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社会治

安秩序一度较为混乱，呈无政府状态。1968年，成立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3年10

月，恢复常州市公安局。1978年11月，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建。

1980年1月，市人民法院撤销；成立天宁、广化、钟楼、戚墅堰区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次年2月，市司法局正式成立。4月，成立郊区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1983年实行市管

县体制，武进、金坛、溧阳县的公安、司法机构全部隶属常州市。

随着公安、司法机构的建立、健全，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中普法宣传

的广泛深入开展，全市公安司法工作逐步走上正规。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分

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

会和国务院提出的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方针、打击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犯罪的活动中，开展了为期3年的“严打战役”，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一批犯罪分子，保

证了社会秩序的安定，保障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第_章
I

民国时期司法

清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1911年11月9日)，常州宣告“光复”。武进县设民政署和司

法署。民政署设四课即总务课、生计课、学务课、警务课。警务课后改为警察事务所。司法

署分设审判厅、检察厅。1914年，审、检厅撤销，改由县知事公署兼理司法。同年，警察事务

所改为县警察所，所长亦由县知事兼任。公、检、法大权集中于县知事一身。1926年4月，

县知事不再兼任警察所长，而仍兼理司法。1927年，警察所改称公安局，内部机构设置及

下属单位几经调整，人员不断增加(抗日战争前定为二等局，抗战胜利后为甲等局编制)。

1930年，武进县法院建立，同时设检察处，但县政府仍设军法庭，县长兼任军法官，审判权

仍操在行政长官之手。1935年7月，武进县法院改组为武进地方法院，同时设武进地方法

院检察处，但县长仍继续兼理军法，抗日战争胜利后才撤销。1947年后，国民党为发动内

战、反共反人民，提出所谓“加紧动员戡乱，以利剿匪”，在县政府内又恢复军法审判庭，由

县长兼任军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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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武进县警察局

武进警察机构始设于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设巡警局，光绪三十四年改称警务公
●

●

1949年3月民国武进县警察局编制序列表 ，
．

武

进

县

警

察

局

督察处

总务科

行政科

司法科

户口室

会计室

训练室

人事室

刑警队

车巡队

大警队

清洁队

奔牛分局?

戚墅堰分局 ，

南区分局

北区分局

，． f第一巡守所辖5个警勤区

西瀛里派出所．{
．!一、 【第二巡守所辖5个警勤区

m
，

，f第三巡守所辖5个警勤区

I ．

东门派出所．{第四巡守所辖5个警勤区
’

卜·
、。 I第五巡守所辖6个警勤区

西仓桥分驻所
’

f第十二巡守所辖4个警勤区

中山门派出所．{第十三巡守所辖4个警勤区
． ， 【第十四巡守所辖4个警勤区

． ．’【謦爱门派掌霉{蓁丰茎鋈季雾薰i辜蓁篓萎
水门桥分驻所

．．

大北门分驻所

湖塘桥分驻所

，

～

．

区

区区区

区区勤

勤勤勤

勤勤警

警警警

警警个

个个个

个个3

7

7

8

．7

3辖

辖辖辖

辖辖所

所所．所

所所守

守守守

守守巡

巡巡巡

巡巡一．

六七八

九十十

第第第

第第第

所

所

所

出

驻

出

派

分

派

门

门

路

在，南

庸文．小，中

．

局分

．

区

一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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