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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州中组人民法院

●丈山州中级人民法院

卜若∞∞年中院各庭室领i

县击院正副院长台彩

▲p兽¨年云南省高衄凡良院长邱创教视察叉山州中级法院时，与奎体干警合彰』一起第八为邱院长，第七为州

记戴光棣，



▲州中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

▲公开审判

▲召开先代会

▲宣判大会

▲宣判大会



▲州中衄法院职工住宅一号楼 ▲州中级法院职工住宅二号睡

▲州中缒法院职工住宅l口号楼

爱§蘸簟蓄。



▲李兴唐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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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瞳湘院长 ▲张辉院长 ▲杨继辟院长

▲第一次审‘阮志)稿人i合影



序’ 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族人民以党的基

本路线为指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使我国

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个新的历史时期。山川换彩，经济

繁荣，文物昌盛。人才辈出。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镜；治君

国者以志为鉴。盛士修志，势在必行。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法院志>的编纂始于1988年6月，经

历了4年零9个月的时间。至1993年3月定稿。编纂工作坚持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以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

法，记述了文山州解放前和解放后法院的历史和面貌，着重记述

了建国43年来在祖国南疆边陲自治地方依法治国。保卫祖国，

治理边疆的史实；认真总结了履行国家宪法及法律赋予的“打击

敌人．保护人民。惩治犯罪，服务“四化”、“一手抓审判。一手

抓建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加强队伍建设，提高

执法水平”的经验教训，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编纂<法院志>的工作中．全体编纂人员以高度的政治热

情和革命事业心，长年累月，孜孜不倦，持之以恒，辛勤劳动，

尽了最大努力，为完成13章49节、约15万字的本志书作出了

贡献。编纂过程中．州公安局、州检察院、州志办、州档案馆、

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档案馆等有关单位和人员，

给予了大力支持。健在的历任中院院、庭、室领导参加了志书的

自审和初审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史实。在此，一并表示衷

心感谢!
’

<法院志>上起1941年，下止1992年，是52年的直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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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社会在发展，事物在流动，历史在延伸，笔者作序，水平有

限．错误难免，请读者从今后事物的演变中去探索新的规律。

姜麓宝嚣萎赫激主茹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仞地_

1993年12月1日

一2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原则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按照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审判史料为依据，国家法律为准绳。实

事求是地反映本地法院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二、时限上限自1941年起，下限至1992年止。因民国时

期资料匮乏，除机构章外，其刑事、民事审判情况。分别在有关

章下设无题引言叙述。

三、体裁横排纵叙，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分类记述。由

述、记、志、图、表、录等部分组成．图表分别附于各章、节之

中。用语体文记述。。

四、纪年民国时期用旧纪年括注公元纪年，解放后通用公

元纪年。 ．

五、指称 “建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解放”指

1950年1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文山城；“文革”指“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严打”指1983年8月后在本州开展严厉打

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活动。机构、组织及单位名称首

次出现时使用全称，括注后使用简称。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简

称“省高院”，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州法院”

或“中院”．刑事审判一庭简称“刑一庭”．民事审判庭简称“民

事庭”或“民庭”，1958年4月1日建立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之前。称文山地区；之后，称文山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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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州壮族苗族自治州法院志》

编审人员

编纂领导小组组长杨继麟

顾问 张 辉

成员利、邦兴

罗业靖

撰写人员 主编孙邦兴

审定 杨继麟

大事记 杨继麟孙邦兴

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至第十

三章 孙邦兴

第三章 杨继麟 罗业靖

先进集体个人名录 杨继麟孙邦兴

摄影 熊应超

技术协作 黄启良 黄庆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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