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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V 8月，新建落成白勺办公、宿禽人楼



新建办公大楼正门

宣汉县人民检察院‘'一九七八年

一九八七年七月『)

办公宿舍楼旧址。现为职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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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2月7日，宣汉县人民检察院为隆重庆祝重

建}‘周年，在县政府会议室举行茶话座谈会，图为大会
会场：

检察长程远春在鹰谈会七汇报蓖建十年来检察工t1



图为宣汉县人民检察院在城区街道进行法制宣f《

图为宣汉县人民榆察院团支部在城区街道开展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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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矽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为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我们根据县府，县

志办的统一部署， 于l 9 8 7年9月2 5日， 在院党组的直接领导下，正式成立了《宣汉

县检察志》编写组，落实了编修人员。l 9 8 8年3月开始全面搜集资料，1 9 8 9年9

月完成资料搜集工作。同年l 1月开始试写初稿，经过近两年的艰辛努力，反复修改。并经

院领导审阅和广泛征求多方面意见后，形成本志。

检察制度的建立，在我国虽然为时较晚，但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为了详尽记载宣汉县

几经变革的检察史，采编人员不畏辛苦，查阅各类历史档案7 4 0余卷，采录各类资料2500

余份，为编写《检察志》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志坚持了靠实事求

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展望未来"的原则，较全面的记述了宣汉民国初期至

l 9 8 8年这一期间检察机关的建置沿革、性质、任务、职能，办案工作以及行政庶务等主

要情况，并着重记述了建国后，特别是重建后检察机关的历史发展及业务开展情况，全书共

列6章2 5节l 2目。

通览本志，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宣汉检察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提供历史借鉴，不断总

结经验，推动今后检察工作的蓬勃发展，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后来从事检察工作

的同志阅读此志，必将受益压浅，既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又能从中获得教益。

编写《宣汉县检察志》是一项伟大工程，也是一项严谨的科学任务，所涉内容广泛，政

策性强，要求严格，同时上下限时间长，资料残缺不全，加之编修人员初涉检察业务，编写

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同行及有关单位批评指正。

《宣汉县检察志》的完成，承蒙得到县档案馆，县志办及部分从事检察工作的老领导，

老同志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建院初期从事检察工作多年的周其均老同志，对本志的编写，极

为支持和热心，除进行一些编写工作指导外，在本志初稿完成后，不畏年老体弱和工作的繁



忙，在收到意见稿后，月余之内进行了全面阅读，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并写出了长达l 7

页近万余字的修改意见，为本志的进一步完善，耗费了心血，借此机会，在此谨一一致谢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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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汉县检察志》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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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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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实事求是反映检察机关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为力求反映检察机关的历史和现状，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黟的原则，重

点反映建国后的检察工作，其中又以重建后的检察业务活动为着重点。建国前，因资料缺

乏，记叙从略。 ，

三、本志坚持横排竖写。为达到“三性秒(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以志为

主，按时间顺序，业务分类进行记叙。

四、本志为语体文，记叙体。运用记，志，表，图，录诸体裁。相应的表格分别附于各

章节之中。

五，凡单位名称或常用的法律，第一次用全称，后注明用简称。简称的政治运动，法律

用语加括号予以说明。

六，凡年代、月，El，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历史朝代年号不同的，加括号注明。

七、本志断限：上限为民国初期，下限至l 9 8 8年1 2月。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本院自存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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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检察制度是由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产生出来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是司法制度的组成

部分。在我国历史上，据史料记载，检察制度的建立较晚，是从清末戊戌变法后开始的。

l 9 0 6年(光绪卅二年)颁行的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规定，在大理院下面设立各级审判厅，

于各级审判厅内附设各级检察局(仿照日本)。各级检察局置检察长一人，负责对刑事案件

提起公诉，监督审判活动，监视判决后的正当施行。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从法律上规定了检

察机关的设置和职权。也就是说，从这时起，我国才开始有了检察制度。从这以后，历代的

政权机构中均设有不同名称的检察机构，以行使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权。但在我国历史上检察

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为时较晚，清末民初，虽有检察机关之名，然而行政司法不分，检察权的

行使，一度均有行政官员掌管。这一期间，宣汉县未设立单独的检察机构，检察职权一律由

知县或县长兼任之。直到·l 9 4 0年3月(民国廿九年三月)，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调任徐

嗣甲署宣汉地方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对县内普通刑事案件开始行使检察权(军法案件仍

由县长或其他行政官员兼任，l 9 4 7年5月(民国卅六年五月)，军法案件由军法处移交

检察处侦办)后，才结束了地方行政官员兼揽检察权的历史。虽然改变了行政官员兼揽检察

职权，但为数甚少的检察官仍处在行政衙门与地方势力之中，很难做到秉公执法，只是办理

一些普通的刑事案件而已，而一些违法官吏案件，大多是处而不决，不了了之。

、

l 9 4 9年l 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检察制度的建设。

于l 9 5 O年起，先后在中央建立了最高人民检察署，在各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县

(市)建立了相应的机构。l 9 5 O年到l 9 5 5年2月。宣汉县未建立检察机构，达县专

区只是在较大的县(达县、巴中，通江、万源)建立了人民检察署。

l 9 5 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部《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将人民检察署改为人民检察院。随后又颁布了《中华

4

，



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下简称《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

职能及领导关系作了具体的规定。1 9 5 5年3月‘5日，根据《宪法》，<<检察院组织法》

和上级的指示精神，宣汉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县检察院)正式建立。初建时期，人员少

(配备5名干部)，机构不健全，5名干部除一名在外地学习外，其余4名调县镇反联合办

公室。办理镇反案件。

l 9 5 6年，随着人员的增加(已配备检察干部1 3人)，为全面开展检察业务。县检

察院内部先后设立了一般监督组，刑事侦查和侦查监督组、审判劳改监督组和秘书室(后来

为办公室)。当年按照职能分工，通过审查批捕、自行侦查和审查起诉、出庭公诉等工作，

开展侦查监督、审判监督，配合公安、法院打击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

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较好地发挥了检察监督职能，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进行。

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党工作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和检察制度开始步入正轨，各项

检察职能正开始全面发挥的时候，从l 9 5 7年夏季开始到I 9 5 9年，全国范围内先后开

展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刀运动、“反右倾"斗争，在这一系列运动和斗争中，在

“左"的思想指导下，犯有严重的错误，检察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检察院组织法》的某些

条款遭到了不应有的否定。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和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以及它在行使职权的程序中所体现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

则，均受到批判，并明令取消了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职能；同时检察干部逐年减少(从l 3

人减至8人)，检察机关职能受到挚肘和削弱。特别是l 9 5 8年“大跃进矽运动开始后，

为实现政法工作大跃进，高指标、高速度的办案效果，在实际办案工作上，打破职能界限，

一些违背法制原则的“三家拧成一股绳"、“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秒、。“一长代三长，

一员代三员，，(印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其中一长可以代行其他两长的职权，预审

员，检察员、审判员彼此代行职权)等错误作法，反视为办案经验而运用和推广。法律赋予

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形同虚设，行使职权的程序名存实亡，使整个检察工作遭到巨大冲击，
。

人民检察制度出现了严重偏向。这一时期，检察机关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

绩，但也存在很多失误，特别是高指标，高速度，片面追求案件数量，忽视案件质量的情况

较为突出，检察监督职能未能很好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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