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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沈阳司法行政志》的编写，是在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的指导下，经

过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于1989年5月完成的，它将以自己的独特风格踞身子志书

之林。
．

《沈阳司法行政志》的编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刀认

真编修，努力傲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突出了写书的专业性，时代性，地

方性的特点，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的新方志。 ．

《沈阳司法行政志》全书约30万字。本着略古详今，古为今用的原则，以点联线地

记述了沈阳解放前的历史，点面结合地记述了解放后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变化状况，全

面系统地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司法行政机关重新恢复以来，在社会主义

“四化"建设和民主与法制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纵观全书，可以清楚地看到，沈

阳司法行政工作的建立、发展、削弱、破坏和恢复加强的坎坷历史过程，进而可以更加

深刻地认识到司法行政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可

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促进经济建设，发挥

着重要作用。 ．
．

《沈阳司法行政志》的问世，将便于同志们，特别是后来的新同志，全面了解和研

究司法行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充分认识司法行政工作在。四化”建设和民主与法制建

设中的作用和地位，有助于通过历史的借鉴激励我们的工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司

法行政制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l

。l’



编辑说明

一，《沈阳司法行政志》是<(沈阳市志》的专业志。它用翔实的资料记述了沈阳

市司法行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司法行政机关恢复以

来，在搿四化力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二，《沈阳司法行政志》上溯1664年直到1988年底。坚持。横排竖写弦的原则，力

争横不缺项，竖不断线，把沈阳市司法行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三、《沈阳司法行政志》采用条目式写法，全书共分十二个分目，即。 《概述》，

《大事记》，《机构沿革》、《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公证工作》、‘<律师事

务》、《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劳动改造》、《劳动教养》、《附录》。

四、《沈阳司法行政志》通过记、述、志、传、图、表、录等志书形式成书，突出

了志书的专业性、时代性、地方性特点。

五、《沈阳司法行政志》采用公历记年法，对史料中以农历、皇帝年号和天干地支

等形式记年的，全部换算成公历记年。各项数字均按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公文书写规

范》书写。 ．

六、《沈阳司法行政志》对官职的称谓，机构的名称，货币的单位，均采用历史的

沿用规范。本书所使用的度、量、衡，1950年以前皆采用旧制I 1950年以后均以国家于

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标准。

七、《沈阳司法行政志》人物传中，市局历届正、副局长作简历，正、副处级干部

和县、区司法局正、副局长只列任命时间。

八，《沈阳司法行政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沈阳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的热情指

导，同时也得到了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司法厅，沈阳市档案馆，沈阳

市图书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沈阳劳改分局的大力协助和有关方面同志的支持，在

此特给予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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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司法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执法机关，专政机关，是巩固统治

阶级政权的重要武器。

据史料记载，在历史上沈阳地方曾有过司法行政机关之建立。从1664年(康熙三

年)奉天(沈阳)府增设治中，到1875年(光绪元年)裁治中改设驿巡遭，都兼管部分

司法行政工作。1905年(光结三十一年)加奉天驿巡遭按察使衔，才有了掌管司法行政

之专官。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更改官制改中央刑部为法部，主管全国司法行政，不

再兼理审判。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奉天设立提法司，这是沈阳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

独立的专n司法行政机构。1913年f民国二年)“划一现行各省地方官厅组织令修，改奉天

提法司为奉天司法筹备处。年底，直隶子中央司法部领导的奉天高等审判厅接管了司法

筹备处所掌事宜，直到1948年ll,q 2日沈阳解放前，沈阳地方司法行政工作都是由审判

机关兼管。从1664年到1948年的二百八十多年间，司法行政机构的体制、任务及其性质

几经更易，时有时无，时建时撤，时则归属审判机构，时则独立门户，是沈阳历史上司

法行玫工作不得开展之渊源。

建国后，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司法部，各大区也设立了司法部，随即又在各

省、直辖市和专署相继建立了司法行政机构。1955年3月沈阳市设立司法局，管理人民

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宜和公证、律师、人民调解。由于轻视法制，否定法制的口左"的思

想滋长蔓延，1958年6月沈阳市司法局被撤销，其业务工作划归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管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强调民主与法制建设，司法行政机关才又得以恢复和

发展，1979年重建了司法部，1980年沈阳市司法局也恢复组建，同时，沈阳市的九区两

县建立了司法局，从此结束了区县不设司法行政机构的历史，形成了从中央到各级地方

完整的司法行政体系。

纵观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历史，经过了建立，发展，削弱、破坏和恢复加强的坎坷

道路。成功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司法行政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执法过程中与公安、检察、法

院三机关分工协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在巩圃国家政权，维护社会安定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沈阳市司法局恢复组建以来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1985年以后，司法行政工

作。贯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l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服务，为国家的长治久

安和方便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全面开展各项业务，在为改革，开放、搞活提供优质

服务·为改造犯罪和教育、感化，挽救失足者，在宣传法制，息诉解纷、促进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等方面不断开拓前进。

律师事务，遵循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黟的原则，参与诉讼、辩护、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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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咨询代书等活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证办案质量，显示了律师不可替代的

作用。髓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横向经济联合的出现，涉外经济的发展，律师应聘担

任企业事业单位稻各级政府的法律顾闷，提供法律帮助，维护受聘单位的合法权益，发

挥了律师工作为改革和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作用。

公证工作，几年来国内、涉外公汪迅速发展。涉外公证使用范围遍及世界五大溯

38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国际间的交往，维护了国家和我国公民、华侨、归侨、侨眷和

港澳同胞的合法权益。公证工作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不断开拓新的服务领域，在全

国较早地办理了横向经济联合、租赁，承包、资产经营责任制、资产抵押贷款、小型商

服企业转制拍卖、破产拍卖、提存等新型公证业务，对于保障民事流转、经济流转合法

与安全，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促进改革穰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民调解，贯彻“预防为主，调防结合甜的方针，调处民间纠纷，为群众排忧鹪

难，息诉解纷，促进了安定团结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乡镇商品经济发展，个体工商户

的大量出现，人民群众急需得到法律帮助，适应这一客观形势，一个为群众直接服务的

崭新机构——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应运而生，到1986年底全市巳发展到83个。它把宣

传，调解和部分公证、律师业务融为一体，不仅加强了基层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而且使

人民调解由单一服务向综合服务发展。进一步缓解了群众打官司难、请律师难、办公证

难的局面。群众赞誉说t法律服务所是发展商品生产的宣传队、服务队、护航队。

法律宣传，适应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决定从1985舞起，用五年

左右时间，在全体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宣传社会主义法制，促进公民学法、懂法、守

法，增进公民的法律意识，自觉执行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并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

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使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步纳

入法制管理的轨遭。

劳动教养，以“改造思想、造就人材、面向社会，服务四化”为指导思想，。贯彻

篮教育，感化、挽救"的劳教工作方针，把劳动教养管理所办成特殊学校，通过三课

(政治、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生产，把有轻微违法犯罪的失足者，改造成为对社会

主义建设有用的人。自1983年接管劳动教养管理工作_至1986年底，共教育挽救6056人，

改好率达85％以上。

劳动改造，解放初期，沈阳市设有监狱、劳改支队，1964年根据中央指示，劳改

由辽宁省统一管理。1984年2月，根据司法部关于市、地办劳改的决定，沈阳市又建立

了劳改支队，收押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男性罪犯，实施劳动改造，在改造罪犯中

认真贯彻执行“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坚持依法严格管理、科学管理、文明管

理，通过教育改造，生产劳动，把罪犯改造成新人。自1984年办劳改_至．1986年底，共改

造教育764入，改好串达92％。

法学教育，通过律师函授，法律电大、自学考试，选派干部到各级政法院校进修培

训等多层次、多渠道培养法律人才，充实司法队伍。培训在职干部，提高业务素质。重

建司法局以来，共培训法律人才445名，轮讪l在职干部3912人次，法学教育方兴未艾，

前景广闰，法学研究也取得一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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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沈阳的司法行政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部分，对保障国家法律的
实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促进沈阳的经济发展，起

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南
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将日臻完善，沈阳市的司法行政机关也必然得到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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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月5日

7月

7日

12日

”月20日

沈阳市司法局大事记

(1955年一一1986年)

195S年

在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处的基础上，成立了沈阳市司法局。司法

局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本市的司法行政工作。机构设有·办公室，法

院管理科，干部教育管理科，公证律师科，在办公室下设财务组，掌管全市

司法财务工作，司法局编制四十人。邢旭东主持司法局工作。

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司法局联合发出通知，规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市司法局

业务范围及各区法院请示、报告报送办法。司法局的业务范围是t管理法院

组织制度的建设和法院的设置，法院编制、干部教育和管理l掌握审判政策

的执行情况I开展群众性的司法活动以及法纪宣教等工作·管理司法统计、

司法业务费的开支管理律师，公证和判决执行，法医等工作。各区法院的请

示报告，有关司法行政方面的由司法局负责。

市司法局召开首次搿沈阳市司法统计工作会议乃会议内容主要是总结一九五

五年司法统计工作，研究部署一九五六年进一步加强司法统计工作规划。

根据辽宁省司法厅的指示精神，建立了沈阳市法律顾问处，从各单位抽调十

二名干部，开展了律师工作。

沈阳市人民委员会通知，正式任命邢旭东为沈阳市司法局副局长．

1958年

1月12日 沈阳市人民委员会通知，成立沈阳市公证处，并颁布了口沈阳市公证处工作

试行办法"。关俊令主持公证处工作。

17B 市司法局与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召开了各区法院院长座谈会。研究制定沈阳

市一九五六年司法工作规划。

2月3日 沈阳市人民委员会下发了公证工作任务范围同题补充通知，对公证工作收费

标准作了修改。

27B 市司法局召开了全局先进经验座谈会，传达了省司法厅先进经验座谈会精

神，郁署当前主要工作，提出了要及时总结审判经验，进一步加强对先进人

物，先进单位的培养。

墨月 在市法律顾问处的基础上，设立和平、沈河、北市、铁西区四法律顾问处，统

称为沈阳市第一、二、三、四法律顾同处，第一法律顾问处设在和平区南京

街五十二号，第二法律顾问处设在沈河区朝阳街二十二号I第三法律顾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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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

28日

4月4日

_月7日

Z,1日

墨月

7月3日

21日

0月22日

23日

12月12日

设在北市区市府大路一百六十七号，第四法律顾向处设在铁西区建设大路二

百号。

中共沈阳市委批转了市人委党组“关于筹设辽宁省沈阳市劳动教养所的初步

方案”。方案规定。被教养的对象是受到管刹处罚或受到国家行政机关强制

处分的人。劳动教养所公开由民政局出面，实际工作由公安局负责，教养所

地点是在北郊区小河沿以南，姚家窈以北，腰中台以东，新台子以西的八千

亩荒地上建设，教养所设所长，副所长下辖秘书、管教，保卫、生产、总务

五科。

市司法局与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召开了专业会议，传达全国第三届司法工作

会议精神。

市司法局召开全局职工大会，对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进行了动员。号召

全体职工积极行动起来，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

市司法局召开司法财务工作座谈会，贯彻省司法财务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五

五年沈阳司法财务工作经验，修改制定司法财务工作制度。

市司法局与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召开了沈阳市第三届司法工作会议，传达全

国第三届司法工作会议和省第一届司法工作会议精神，交流了经验，并表彰

了二十一名先进工作者。 ·

召开了沈阳市司法局第二次司法财务座谈会，修订r。沈阳市司法收入，扣

押物资(款)及保证款暂行管理办法”和司法业务费管理手续、制度。

召开有三十五名同志参加的沈阳市司法局先进工作者座谈会，会议着重解决

先进人物如何在司法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如何帮助群众前进和如何把刨先

进活动经常化的问题。

市司法局按照市人委的部署，成立了工资改革小组，召开了全局干部大会，

局领导就工资改革问题作了动员。

市司法局会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全市司法干部大会，传达公安部长、检察

长、法院院长三个会议的精神。

沈阳市人民委员会通知任命邢旭东为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高福田为沈阳市司

法局副局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工作者参观团，一行三十二人来沈参观学习审判和司

法行政工作经验。

1957年

1月15日 辽宁省司法厅通知，批准贺平基为沈阳市第一法律顾问处主任，杨志为沈阳

市第三法律顾问处主任·陈瑞芬为沈阳市第四怯律顾问处副主任。

ZTB 市司法局与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召开全市司法干部表奖大会，表彰了二十一名

先进工作者，十三名优秀干部，并选出二十一名同志代表沈阳市司法局和市

中级人民法院出席省司法厅第一届先进司法工作者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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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日

5月12日

市司法局张广元，市公证处戴成黄二人作为沈阳市司法局代表参加了辽宁省

第一次先进司法工作者代表会议。

市司法局整风运动开始。

1958年

6月17日 沈阳市人民委员会通知根据辽宁省人民委员会批复决定撤销沈阳市司法局机

构，其工作划归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中级人民法院内增设司法行政处，主管

司法行政工作。

9月2日 经省委批准，民政厅、公安厅联合发出“关于劳动教养工作移交公安部门主

管"的通知，故沈阳市劳动教养工作由民政局移交公安局负责。

22日 中共沈阳市委批复市中级法院党组，同意撤销沈阳市公证处。

1959年

1月1日 市公安局，民政局联合发出通知。根据上级指示从即日起。劳动教养审批工

作由民政局移交公安局办理。

6月 中央批复辽宁省委的报告指示。 “将省律师协会和各市县法律顾问处的机构

一律撤销”，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沈阳市法律顾问处撤销，但对外不公开宣

布，仍保留名义。

1978年

6，q22E! 作为对强劳人员实施教育改造的场所沈阳市育新汽车修配厂成立，经有关部

Htl'l；i'f，该厂纳入市工业生产计划，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于是年十二月十一

日建成投产、

1979年

O月1日 劳教大队新农农场淀粉厂落成投产，沈阳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公安局长王长

兴、副局长邹永、韩彬等参加开工典礼。

”月 沈阳市劳动教养院成立。

8月

4月24日

¨月6日

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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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根据司法部文件，经市编委批准，沈阳市法律顾问处恢复组建，主任丁玉兰。

经沈阳市编委批准沈阳市公证处恢复组建，由副主任钱裕厚主持工作。

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文件通知，沈阳市司法局重新恢复组建。局机关设办公

室，人事处、法律宣传处、公证律师管理处和法院管理处，从市中级人民法

院划编15人，实有43人。由鲁峰主持司法局工作。

中共沈阳市委任命鲁峰为市司1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李玉成为党组成

员，副局长。



1月27日

2月26日

3月2日

16日

5月13日

0月1B日

20日

7月15日

28日

9月1日

8日

1981年

沈阳市司法局在市政府第一招待所召开首次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会上传

达了全国和省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

副市长李力权，省司法厅副厅长张奋光以及市公，检，法，民政部门的

领导也应邀参加会议，李力权、张奋光在会上讲话，鲁峰副局长作总结。

市司法局会同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召开“沈阳市一九八。年调解工作总结表

彰大会，大会表奖了211个先进集体，831名先进个人。

鲁峰副局长作工作报告，省司法厅副厅长浦涛在会上讲话。

中共沈阳市委任命王德本为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沈阳市司法局举办的第一期司法干部业务培训班开学，各县、区司法局，检

察院、法院的司法干部，共九十六人参加学习。

市司法局召开各县、区司法局长，法律颈问处主任参加的律师工作座谈会，

会上传达了省律师座谈会精神，与会者就有关律师工作的现状，展望及存在

的问题展开讨论，省司法厅副厅长浦涛，市司法局副局长鲁峰在会上讲话。

中共沈阳市委任命李唯同志为沈阳市司法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市司法局召开城区调解组织整顿工作会议，市内五区街道办事处主任，司法

助理员，各区法院民庭庭长，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会议，和平区、大东

区司法局和南湖、津桥街道办事处分别介绍了经验。

市司法局在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法警业务培训班，市和县、区检察院、法院

机关六十余名法蟹参加了培训。‘

沈阳市律师工作经验交流会在辽宁体育馆招待所召开，各县，区司法局长、

法律顾问处主任参加会议。

沈阳市军转干部司法专业培训班在沈阳军区司令．部靶场俱乐部举行开学典

礼，四百一十九名军转干部从即日起在四个培训点参加为期四个半月的法律

知识学习。

市司法局在中华剧场召开全市法制宣传和人民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各县、

区法院院长、民庭庭长，各公社、街道办事处主任、司法助理员，调解委员

会主任以及市、县、区机关司法行政干部一千六百多人参加大会。副市长王

长兴，省司法厅副厅长张奋光在会上讲话，鲁峰作总结·

1982年

1月lsB 沈阳市军转干部司法专业培训班在沈阳军区司令部通信总站礼堂等四个培训

． 点同时举行结业典礼。

2月10B’市司法局在中华剧场召开一九八一年调解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会上表彰了五

十二个先进集体，二百七十名先进个人，市、县，区所属的调解工作干部，

司法助理员，司法行政干部，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一千五百多人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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