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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检察志>(1907--1990)是在中共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的领导下，在省检

察院各处、室及全省各级检察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体编志人员的共同努力，由主编、

副主编负责。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共同编写而成的．

屈指算来，‘河北省检察志>(1907--1990)的编写已经历了10个年头，其间多次变

换人员。1993年5月，省检察院党组对检察志编辑办公室人员进行了充实。编志工作一

度有所进展。尤其是1994年3月再次对人员进行调整后，使‘河北省检察志>(1907—

1990)的编写进一步加快了进度．当时，检察志编辑办公室有4名同志，以后陆续增至

7名同志．他们是(接姓氏笔划为序)；王维娜(女)、吕增军、李兴友、张庆增、张学斌、

庞学泉、魏东．

‘河北省检察志>(1907--1990)的结构安排和内容设定．是1994年3月人员再次调

整后．由主编起草并经集体讨论决定的．在时间紧、任务重的压力下，全体编写人员采

取一边搜集资料．一边动手写作的方法．为争取时间．每草成一部分即打印或铅印一部

分，分呈省院领导、各处室和省地方志办公室审阅，并下发各市、分院及基层院广泛征

求意见。到1995年6月，各方面意见陆续反馈回来。随后，编辑办公室对各方面意见进

行了认真研究和整理，特别是对省院领导和省地方志领导的意见，编辑办公室一一进行

了吸收和采纳．进而修改完成了现在的‘河北省检察志>(1907—1990)稿．

在‘河北省检察志>(1907m1990)稿的基础上，为省地方志办公室提供了‘河北省

志·检察志'(1907--1990)稿。这两本志书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容纳的内容量不同。

‘河北省检察志>(1907m1990)字数130余万；‘河北省志·检察志>(1907—1990)字

数限定60万．二、代表的部门不同‘河北省检察志>(1907--1990)主要代表省检察院

检察志编辑办公室同志意见，‘河北省志·检察志>(1907--1990)是代表省政府官方修

志．三、适用的对象不同．‘河北省检察志>(1907—1990)所涉及的内容和数据等大都

保留了原样，有一定的机密性．因而仅限于内部使用；‘河北省志·检察志>(1907—

1990)为公开出版发行，一些内容和数据作了必要的处理。四、结构安排和篇目设定，也

不完全一样。‘河北省检察志’(1907--1990)是检察志编辑办公窒在着手执笔之前所设

定的．一些编写要领当时还不完全把握}‘河北省志·检察志)(1907--1990)是在‘河

北省检察志>(1907--1990)稿的基础上，由省地方志办公室和省检察院检察志编辑办公

室同志反复研讨后确定的．不过．二者所涉及的实质内容，都是一样的．考虑到‘河北

省检察志>(1907m1990)稿早巳输入电脑，留有版型，且又完全适合于内部使用!因而
·1。



除修正个别观点和字句外，基本上保留了原样．再者，也是出于。百花齐放”及节省资

金的考虑。

《河北省检察志'(1907—1990)的编写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全体同志的实干、团

结和不等不靠，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和前提．在近2年的执笔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全体编

志人员日以继夜，埋头苦干，发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精神，不成此志，决

不罢休。这是其一．其二，请示领导，听取指示、意见，多与有关处室沟通情况．征求

意见，求得支持和帮助．也是顺利完成本志书的重要条件和保证。(明)张居正说过这样

的话：“天下之事，虑之贵祥，行之贵力，谋在于众．。(‘陈六事疏》)，“虑定而定，天

下无不可为之事”(《答宣大巡抚环训策黄西’)。意思是说，“天下的事情，贵在考虑详

尽，贵在努力实践，贵在依靠众人的智慧”；。考虑成熟并心中有数，天下没有办不成的

事”。《河北省检察志)(1907—1990)的编写事实，有力地说明了这一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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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做到真

实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结合．以为全省检察机关指导现实检察工作和进行检察制

度研究提供一本翔实的检察史料。

(二)本志书由概述、大事记、机构官员及职权体制、程序制约性检察业务、分工侦

查性检察业务和几项综合性检察工作内容构成，130余万字。整个志书框架结构和篇目设

定，既继承了旧志书的优良传统形式，如“横排坚写”和“详今略古”等，又考虑到各

个历史时期检察制度性质和业务职责的不同，编写时很难适用同一模式，因而在框架搭

配、篇目排列和内容取舍上，采取了宜横则横，宜竖则竖，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方法．整

个志书体例有所创新，更加符合了检察历史实际，也便于后人查考和借鉴。

(三)本志书为语体文。在行文中，只要前后内容不致发生混淆的，依据前后文情况，

使用了不同的简称。如省人民检察院(署)、省检察院(署)、省院(署)，指河北省人民

检察院(署)I最高人民检察院(署)、高检院(署)，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署)。凡写“省某某机关”的，均为“河北省某某机关”。行文中的数字，执行国家‘关

于出版物上的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四)大事记和文中有关部分所记载的各个时期检察官员的变化情况，由于检察机关

历经沧桑，人员管理权限不断变化，档案资料残缺不全，虽力经搜寻查核，仍难免有漏

记。如涉及到这方面情况，不能仅以此志记载为依据。大事记中原多层转发文件标题写

法，吸收了目前文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以达简要之目的。

(五)志书文字部分使用的某一项业务年终数字，有的与附表统计数不尽一致。这是

由年终工作统计要求、时限与表报统计要求、时限不同所造成的。再有，由于各个时期

检察机关的一些规定不尽统一，致使有些专业用语如“侦查●、。检查”、“检察”等词语

在一些章、节间不尽一致．其中，凡最高检察机关部门有规定的，均依规定统一，没有

规定的，由编者依实际确定．．

(六)本志书上限起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下限止于1990年。在业务章节

中，为保持某一项检察工作的相对完整性，个别地方截止到了1992年。大事记截止到

1995年．为方便查找、研究．在章或节、目内容后．大都用阿拉伯数字标注了起止年限。

(七)为加强与各省、市、自治区检察院问联系、交流，做好现实河北检察工作，在

开篇部分特将1992年12月、1995年12月省院两届领导班子(包括检察长、副检察长、

纪检组长)的照片、简历和刘志启、孙光瑞两位老检察长的照片作了刊录．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大楼



2

原省检察署检察长孙光瑞

周恩来总理蹙发

的(任命通知书)

囱

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

原省检察皖检察长刘志启

■一

麓祷任命通知_t；
。

基擎蘩i三盔摹童誊耋球知嗡南河非省^氏静婆暑

愉察岳

特此通知

穗癸父

一九五一

id小I



f·1 1992年12月省检察院检察长、删柃察长，}己检组长
检察长刘宗欣，男，I 931年10月生，汉族，大专文

化河北省饶阳县人，1948年8月参加工作，I 949年1 2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4H年8月至1949年8月先后在饶阳县
一区区公所、冀中公安大队、冀中行署公安处工作。1949年
9月至I 950年2月在河北省公安厅公安学校学习。I 950年2
月至1968年10月在河北省公安厅工作。1968年10月至
1970年4月在河北省公、检、法学习班、干校受审查。1970
年4月至1971年9月在河北省革委会工作。1971年10月至
1978年f0月在河北省民政局工作+历任办公室负贵人、政
工组长、党组成员。1978年10月调河北省人民植察院工
作，所任刑事检察处负责人、处长，院党组成员、检察委员
会委员、党组90书记、副检察长，1988年5月任党组书记，
1988年7月任检察长。

副检察长高文英，女，1943年3月生，北京市平答县
人汉族，大学文化．1966年9月参加工作．I 962年3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q月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茫律
系，毕业后待分配。】967年9月至l 973年8月，在新疆
和田地区公安处工作。1973年8月至1979年5月在河北
省唐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先后任审判员、院党委委
员。1979年5月调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住检察员，
983年6月任副检察长、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委员。
I吣R年9目任院党NP目II书记。

副检察长张殿山男，1942年】1月生，汉族大学文

化，河北省卢龙县人1967年9月参加工作．1966年5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9月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

系，毕业后待分配。1968年9月至I 984年4月在部队服

役历任学员、干事、股长等职。1984年4月转业到河北

省景德地区司法局工作，历任副科长、局长。1985年10月

任河北省承德地区地委委员、纪委书记。1990年4月任河

北省A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同年6月任副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9_



副检察长马景健，男

1933年7月生，汉族大学

文化，河北省灵寿县人，

1947年7月参加工作，J952
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962年9月毕业于中国人民

大学新闻系。1947年7月在
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I 962

年Jfjj弓任中央广播局新闻

副检察长孟宪昌，男，
1945年11月生汉族大
学文化河北省平泉县人，

1969年9月参加工作．1965
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969年9月毕业于河北太学
数学系。1971年5月以前

在河北省青龙县农村插队锻
炼。1971年5月至1979年
7月先后在河北省青龙县委
宣传部、县委办公室工作。

纪检组长赵餐堂，男．
1 u34年10月生，汉族中
专文化，河北省任县人，

1951年7月参加工作，1952
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7月至1982年2月
在部队服役历任学员、区

队长、排长、政治助理员

副连长、秘书、干事、指导

部编辑、副主任。1977年8
月调中共石家庄地委组织部

工作。1979年2月调河北省

人民检察院工作，历任研究
室副主任、主任，1983年6

月任副检察长、院党组成

员同年11月任院检察委

员会委员。

1979年8月调河北省人民检
察院工作；历任人事处综合
组负责人、检察委员会委
员、办公室主任。1987年8
月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承德
分院党组书记、拉寨长。
1991年3月任河北省人民检
察院党组成员，同年6月任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员、营政委、科长、政委、

师政治部副主任。1982年2

月转业到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工作历任刑事检察处副处
长、人事处副处长、处长、

政治部主任1990年3月任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纪检组
长4月任党组成员。-金◇-



(：)1995年12 Jj省榆察院榆察长、fI；|I检察长，2已检纰长

副检察长马达，男，I942年7月

生，汉族，大学文化，河北省定州市
人1967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q月毕业

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待分

配。J9b9年J月至J972年JJ月在江

西省抚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工作。
1972年I 2月至1978年5月在江西省

抚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1978年

^月调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197t)年8月至|983年2月任省委常

委、省高级^民法院院长陆治国秘

书．1t)83年3月至ItN5年4月任河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1987年兼任东光县委gI书记》等职。

1995年5月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

副书记、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

员。

检察长侯磊男1941年2月

生，汉族大学文化，河南省栾川县
^，1964年I()月参加工作l 979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R月毕

业于天津大学动力系。j964年10月

至1971)年H月在河北省计划委员会
工作。1q7f)年9月至1973年2月在

河北省宣化钢铁公司龙烟铁矿工作。
1973年1月调河北省冶金厅工作。
198】年2月任河北省能源环保处副处
长兼能源环保研究所副所长。1 983年

7月至mf)年5月在河北省委办公厅
工作，先后任办公厅副主任、省委副
秘书长。】990年5月任中共保定市委
书记。It)95年1月任中共保定市委顾
问。l qu5年3月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1995年5月任河北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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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年5月14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成立

19∞一年q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与

．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宗欣亲切交谈

，



995年7月21日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许永跃在全省检察长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

一。o¨年一。月一口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恩卿在河北考察时接

见省检察院干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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