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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1·

日’

几度春秋，几番磨砺，《连江县检察志》在广大干警期盼中问

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副检察长陈明枢，省、市院

检察长郑义正、李孙英，县委书记杨爱金等领导为本志亲笔题字、

题词，’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连江县人民检察院作为县一级的法律监督机关。自1951年

12月创建以来，在地方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以及县人大

常委会的监督下，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在各个历史阶段和各项中心任务面前，始终保持鲜明的政治立场，

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为保证全县政治、社会、经济的

稳定和繁荣，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

利进行，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院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用

“严格执法，狠抓办案”统揽全局，坚持“依法建院、从严治检”

的工作方针，建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各项业务平衡发展，齐

头并进，不断取得新成绩。自1984至1995年，我院连续12年被

评为福州市检察系统先进单位，其中6次被评为全省检察系统先

进单位，一次受到高检院通令嘉奖，．1992至1995年两度被中共福

建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文明单位”称号，1995年还被最高人

民检察院授予。模范检察院”称号，为连江人民争光，为检察事

业添彩。 。．

’

《连江县检察志》是一部首次记载本县现代检察事业的地方专

业志书。她较系统而真实地反映了我县人民检察院的创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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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和重大活动情况，具有“教化、资治、存史”的作用。在编

差过程，得到省、市院，县志办、档案馆、组织部等具体指导和
全力支持，以及编写组全体同志的孜孜不倦地辛勤工作，在此一

并表示深切的感谢!尽管水平有限，愿将此书敬献给新老检察干
警和政法战线的战友们，不吝赐教。 膏

连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魏积祥
，

． 一九九六年九月廿三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

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取裁史料。 ，

二、本志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采用图、志、表、记、录

等综合体裁，按第三人称书写。全志以大事记为经，以志为纬，分

章、节、目三个层次横排纵述。 ， ．

三、本志详近略远，立足当代。上限溯自检察制度出现之始，

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下限至1990年底，大事记及人事

变动延伸至1994年。 ’·
’

四、本志有两种历史纪年：凡1949年9月30日以前的年月，

一般标示朝代、年号、年份，括弧内加注公元纪年，略“公元”和

“年’三字；凡1949年10月1日以后的年月，一律以公元纪年。

五、本志所用的数字，皆以1987年1月1日国家颁布的《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规范。

六．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均按国务院1984年2

月27日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一

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的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

位，一般照实记载，并尽可能括弧注明今值。
‘

七、本志采用的一般资料不注明出处，但引文、辅文和需要

注解的专用名词及特定事物，均在文中括号加注，不用尾注。

八、志中表格按章归节排列，前注章号，后注表序。如(表

3—2)，即第3章第2表。
‘

．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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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

概 述

中国古代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皆集审、检于一身，实行司法与。

．行政合体的制度，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1始仿行宪政，改革

官制，创立了中国的检察制度。那时，清政府采用资产阶级国家

同法与行政“分立”的原则，在全国推行审、检分立和四级三审

的司法体制。即在州县设初级审判厅，在府(直隶州)设地方审

判厅，在省设高等审判厅，在中央以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负

责解释法律和监督各级审判厅；同时在各级审判厅内设置相应的

检察局，以此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连江县于清宣统三年

(1911)五月始设初级审判厅，此为连江现代司法机构之始。民国

政府沿袭清末的检察制度，民国十七年0928)国家司法部拟定

《法院组织法草案》，连江县遂设初级法院，配置院长、首席检察

官、军法处军法官和承审员等职。首席检察官和军法官均由县知

事(县长)兼任。翌年十二月，县初级法院改为闽候法院连江分

庭。民国二十五年0936)七月，成立连江县司法处，设主任审

判官、刑事检察官和军法官。县长兼任刑事检察官和军法官，检

察室设在县政府内。民国三十七年0948)十月，成立连江县地

。方法院。法院中设检察处，首次委任专职的首席检察官。至此，连 ．

江司法与行政才完全分立。但是，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下，这

种非独立的检察机构，实际上只是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

的专政工具。

连江县解放初期，县民政科于1949年9月接管了民国政府的

县地方法院。同年12月，遵照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

。

I

j’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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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建立了审、检合署的县司法科，

科长由县长兼任。翌年7月1日，撤销县司法科，成立县人民法

院。从此，彻底废除了肉刑，实行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和不轻信

口供等司法原则。1951年12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地方

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的规定，成立了县人民检察署，办公地点

设在县人民法院，此为连江审、检分立的检察机构之始。1952年

夏，开始依法行使检察权。1954年12月更名为县人民检察院后，
’

即于翌年3月开始依法行使侦查监督权，着手审查公安机关提请

逮捕和移送起诉的案件。1957年4月，又依法行使审判监督权，开

始全面承担出庭支持公诉的工作。至此，连江的检察事业便步入

了蓬勃发展的阶段。但是为时不久，检察机关的成就却遭到否定，。

部分的检察监督活动却引起非议，受到严厉批判，检察机构和业

务工作同时削弱。1957年11月，人员下放缩减，业务股经两次撤

换，至1958年10月县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内部合署办公时，县

人民检察院内仅保留秘书和办案两组。后于1961年10月才重新

增加编制，并恢复三个股建制。1962年，在中央纠正左倾思想后，

检察职能才逐步强化，检察队伍才逐步壮大。连江的检察事业随

之亦再次步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
、

1966年5月，正当县人民检察院开始向制度化、规范化迈步

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检察机关再次受到冲击。1967年

1月，县人民检察院被群众组织夺取了党政一切权力，同年3月又

被县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

1968年5月，连江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为县革命委员会

人民保卫组所取代，县人民检察院随之解体。同年12月，中共中

央批准撤销检察机关，检察机构因之一度消失。1971年8月，连

江县的检察队伍终于瓦解，检察人员全部改行。1973年4月，由

县革命委员会公安局内的检察预审股兼理检察业务。1975年1

月，第四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修改通过的《宪法》·作出



概 述 3

“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的错误决定，检察制度因

之一度中止。连江的检察业务遂于同年7月归重新建立的县公安

局兼理。
’

‘
’

． 1978年3月，第五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又修改通过了

《宪法》，根据其中有关检察制度的规定，连江于同年9月重新建

立了县人民检察院，设两股，借县人民法院办公(1984年11月始

迁进新建的检察大院)，继于翌年4月开始分期依法行使各种检察 ，

权。为打击敌人，惩治犯罪，保卫人民，服务建设，发挥了检察

的职能作用。1980年3月，改为一室三科建制。同年8月为加强

业务工作领导，成立了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翌年3月为加

强政治思想领导，又成立了中共连江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此后，县

检察人员不断增编，检察机构不断充实，检察业务不断扩展，检

察制度不断完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至1990年全院计设8个科

室，编制增至62人。 ．

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关于严

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和《关于打击经济领

域中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县人民检察院于翌年8月即

全力以赴地投入全省“严打”斗争的统一行动，经三个战役九个

仗的奋战，至1986年12月计批准逮捕687名人犯，其中七类人

‘犯占批捕总数的39％；决定起诉714名人犯，其中七类人犯占起

诉总数的41％，内注销户口押送新疆劳改的七类人犯有42名。这

次斗争，为社会安定、政治稳定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

的法制环境。1988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腐败的指示，县检察

机关重新调整部署，：把惩治贪污贿赂等犯罪行为列为经济检察的

首位工作，强化了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职能，开拓了

法律监督的新局面。据1988至1990年统计，全院计立案侦查贪
污受贿案件59件，占同时期立案侦查经济案件总数的64％。

连江的检察工作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跨进省的先进行列，经济

?I
j

j’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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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科首先于1982年荣获福建省检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1986

年5月，福建省电视台在《晨钟》节目中，以《壮哉人民检察

官》为题，播放了连江检察机关的先进事迹。是年，连江县人民

检察院首次获省检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1988年10月，继获全国

检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受最高人民检察院通令嘉奖。从重建至

1990年，连江县人民检察院曾连续4年被评为省检察系统先进集

体，亦曾连续6年被评为福州市检察系统先进集体，全院计有5个

业务机构获省检察系统先进单位称号，有25人次获全省和省检察

系统的各类先进个人称号。。目前，连江检察机关为适应社会主义

经济体制改革，正进一步壮大队伍，充实机构，加强装备，加大

力度，把检察工作继续向前推进，使之更好地为建立和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 ．．



大事记 5

大事记

民国时期 ·

’÷

清宣统三年(1911)五月，成立连江县初级审判厅，为连江

现代司法机构之始。，
’ 民国十七年(1928)，成立连江县初级法院，内置首席检察官，

由县知事兼任。 ．

‘

民国十八年(1929)十二月，县初级法院改组为闽候法院连

江分庭。
‘

一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七月，成立连江县司法处，内置刑事

检察官，由县长兼任。县政府内设检察室，另置秘书一人协理检

察事务。

民国三十年(1941)六月，丹阳镇检察所所长刘某贪赃枉法。

丹(阳)松(岭)朱(山)蓼(沿)各乡镇民众发表告各界人士

书一纸。福建省高等法院检察处密令连江县长查究。

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月，成立连江县地方法院。内设检

察处，林子荫为第一任首席检察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
。

9月6日，成立连江县人民政府，派员接管民国时期的连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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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法院。司法事务暂归连江县人民政府民政科兼管。

12月中旬，成立连江县司法科，科长由县长郑得山兼任。司

法科兼理审判和检察，并兼管县看守所。

1951年
’、

。

7|月1日，撤销县司法科，成立县人民法院，继于12月成立

．连江县人民检察署。韩庆余为检察长。检察业务归福建省人民检

‘察署闽侯专区分署分管。
。1

1952年

夏，增设办案股，开始依法行使检察权。 ．

12月，云震霆为检察长。 ’

1954年
‘

7|月，裴国显为检察长。

12月，连江县人民检察署更名为连江县人民检察院，设秘书

和办案两股。检察业务归福建省人民检察院闽侯分院分管。

1955年

，3月，开始依法行使侦查监督权，由办案股负责审查连江县公

安局提请逮捕的全部案件和移送起诉的部分重大案件。

1956年
‘

4月，高建新(女)为副检察长。

6月10日，随行政区划变动，连江县人民检察院业务划归福

建省人民检察院福安分院分管。

6月，扩编秘书股为办公室，撤销办案股设侦查一般监督股和

审(判)侦(查)劳(改)监督股(下简称三监股)。

1957年
’

‘

4月，开始依法行使审判监督权，由三监股全面承担出庭支持

．公诉等工作。

9月，王贵为剐检察长。
。

11月，撤销侦查一般监督股充实三监股，下设侦查监督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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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监督组和监所劳改监督组。 。 “
．

1958年 +。

。3月，撤销三监股，另设审查办案一股(审查反革命案件)、审

查办案二股(审查刑事案件)和劳改社(会)改检察股．

10月，为推行。一长代三长”(三长指法院院长、检察长和公

安局局长)、。一员代三员”(三员指审判员、检察员和预审员)的．

‘办案制度，县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内部合署办公。县人民检察

院内仅保留秘书和办案两组。

1959年

6月，高建新为检察长。 、

+’
’

8月15日，随行政区划变动，连江县人民检察院业务重归福

建省人民检察院闽侯分院分管。

1960年 +

，4月，黄忍为副检察长。 j
‘

6月，林邦荣为副检察长。 ，，

1961年 ．

10月，重新实行三个股建制，设秘书股、审查办案股(后年

改称一股)和劳改社改检察股(后年改称二股)。

11月24日，随行政区划变动，连江县人民检察院业务划归

福州市人民检察院分管。
’

1962年

． 10月，韩训敬为检察长。 。

1963年．
t

．

4月12日，成立中共连江县人民检察院支部委员会，黄忍为

首任支部书记。

5月，增设控申诉检察股，继改称三股。 ，． j

8月14日，随行政区划变动，连江县人民检察院业务重归福
’

建省人民检察院闽侯分院分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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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9月，董济炳为副检察长。 ．+
；

。 ’1967年 ．

‘‘‘
．

～’

1月，在“文化大革命”冲击下，连江县人民检察院首先被砸

烂，群众组织夺取了院内党政等所有权力。一

3月8日，成立连江县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遂即接管了连

江县人民检察院。 ，

．
，

1968年 ．

． 5月，连江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为新成立的县革命委员会

人民保卫组所取代，县人民检察院随之解体。

12月，中共中央批准撤销检察机关，检察机构因之一度消失。

后拖至1971年8月县检察人员全部改行。

1973年

4月，撤销人民保卫组，改设县革命委员会公安局，置检察预

审股兼理检察业务。 ，‘．

1975年
’

一1月，依照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检察机关的

，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的规定，检察制度曾一度中止。连江

的检察业务遂于同年7月归重新建立的县公安局兼理。 ，

1978年 、

7月，孙奕实、董兴葵为副检察长，负责筹建连江县人民检察

院。
”

9月，重新建立连江县人民检察院，先后设办公室，批捕起诉

股和法纪经济检察股。检察业务归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宁德分院分

管。 ～

。

1979年

4月，批捕起诉股开始审查连江县公安局提请逮捕和移送起
． 诉的刑事犯罪案件，重新依法行使侦查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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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重新成立中共连江县人民检察院支部委员会，孙奕

实任支部书记。
’

11月24日，批捕起诉股首次派员出庭支持公诉，重新依法行

使审判监督权。
一

． 12月，孙奕实为检察长。

是年，重新依法行使侦查权，由法纪经济检察股开始受理非
． 法拘禁等自侦的刑事犯罪案件。 ～

’

一1980年
4 ’

3月，连江县人民检察院调整建制，扩股为科，设办公室和刑

事、法纪、经济三个检察科。
’

6月，经济检察科开始依照法律程序立案自侦经济犯罪案件。

8月25日，成立连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

1981年
、

．
～

3月4日，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宁德分院副检察长马新民，亲临

连江县召开全地区经济犯罪案件的出庭公诉观摩现场会，历时三

天。 ，

+

3月26日，成立中共连江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以下简称县检

察院党组)，孙奕实任党组书记。
‘

’ 1982年 ，
、

’

2月，连江县人民检察院全体干警开始正式着装。

5月，董济炳为副检察长。 ，

10月26日，连江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简称
． 县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审判员、检察员任命书”仪式，全县

有21名审判员和12名检察员获任命书。

． 是年，经济检察科获福建省检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1983年

． 2月23日，检察长孙奕实首次在连江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作检察工作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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