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卷
审判志





(陕)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曹秀君

封面设计：曹 刚

陶宛竹

封面题字：李海观

版式设计：陈 涛

封照提供：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

西宁市志

第三十卷

审判志

西宁市志编纂委员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一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岐山彩色印刷厂印捌

787×1092毫米16开本 14．875印张7插页 200千字

1999年7月第l版199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224—05138一t／K·838

定价；28．OO元



主 任

副主任

常务副主任

委 员

特邀编审

总 编

西宁市志编纂委员会

李津成

谢宝华 魏文
‘

张文林 ‘陈静君 ，

徐利军 潘雄 贺 杰 聂纹

于国仁 张外兴 范国庆 廖建华

郗桂巧 冯 义 陈永宝 1孙希有

李文实 赵盛世 王 昱 崔永红

陶宛竹 刘成德 ·

陈静君

副总编 徐利军 孙希有

市志办公室副主任 孙希有

主 任

副主任

西宁市志编委会历任领导成员

刘宪增

赵仲斌

赵宗福

刘 枫 罗昆安 刘光中

匿[习 王廷莹 吕家驹医同 林世亭

匿圃 肖瑞华 李长成 杨奇连 周建新

胡国华

常务副主任罗 铁

总 编 罗 铁

副总编 陶宛竹

市志办公室主任

匡圈 刘79tlj 谢宝华 翁全夫

匡圈 刘乃山。 谢宝华 翁全夫

李逢春

陶宛竹 李逢春
”

o

、。，懒，}魄4一，#．。≈，5∥办。，J少一、；o，骜。。。．一

茂。、?

，_．

、，

■≯

4％，。氛凡‰鼍，，啦。‰奄点。

m’一¨誊．牧一_绺，蛾．t。1
r



主 任

副主任

常务副主任

委 员

特邀编审

总 编

西宁市志编纂委员会

李津成

谢宝华 魏文
‘

张文林 ‘陈静君 ，

徐利军 潘雄 贺 杰 聂纹

于国仁 张外兴 范国庆 廖建华

郗桂巧 冯 义 陈永宝 1孙希有

李文实 赵盛世 王 昱 崔永红

陶宛竹 刘成德 ·

陈静君

副总编 徐利军 孙希有

市志办公室副主任 孙希有

主 任

副主任

西宁市志编委会历任领导成员

刘宪增

赵仲斌

赵宗福

刘 枫 罗昆安 刘光中

匿[习 王廷莹 吕家驹医同 林世亭

匿圃 肖瑞华 李长成 杨奇连 周建新

胡国华

常务副主任罗 铁

总 编 罗 铁

副总编 陶宛竹

市志办公室主任

匡圈 刘79tlj 谢宝华 翁全夫

匡圈 刘乃山。 谢宝华 翁全夫

李逢春

陶宛竹 李逢春
”

o

、。，懒，}魄4一，#．。≈，5∥办。，J少一、；o，骜。。。．一

茂。、?

，_．

、，

■≯

4％，。氛凡‰鼍，，啦。‰奄点。

m’一¨誊．牧一_绺，蛾．t。1
r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主任委员

委 员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主 编

副主编

委 员

《西宁市志·审判志》编纂委员会

张怀清

张云锦

刘淑娟

李耀智

侯方生 杭旭 乔健 王树森

高玉平 戴彦朝 陆道华

李耀智

陆道华

陆道华

程茂昌

张怀清圃

杭旭

杨金平

王玉兰

历任编纂人员

杜海平

陈峰高

资料征集人员

张 煜

丁宪淳

靳海珍

陈峰高

许正芳

、终审．单位

《西宁市志》终审小组

陆道华

郭明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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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志》凡例

．一、《西宁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西宁的历史和现状进行

了全面、系统、科学的记述。
’

二、全志以现代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专业为主体，类为一志，分

类编纂，由总述、大事记和52卷专业分志及附录组成。

三、全志各分志统一采用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编排。标题

均以事命名，做到准确简明，结构合理，科学分类，归属得当。

四、全志详今略古，古今贯通，当代为主。年代断限：上限不

限，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 985年，城区志则下限断至1 986

年。

五、全志所记地域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为反映历史地

理沿革，间有例外。

六、全志采用记、志、传、图I表、录等体裁。各分志以志为

，主，辅以图、表和照片。文体一律为语体文、著述体。除引用有特

定含义的古籍原文用繁体字外，其余一律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

七、志内纪年，历史朝代，沿用通称，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通用公元纪年，地名、人名及历代政权、官职等，均

以原称谓为准。

八、全志资料均来自各类档案、历史文献，及经核实的调查材

料，资料翔实可靠。



九、各类数据，一般采用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也有使用各有

关单位调查核实的数字。各类数字均按国家规定书写。

十、本志所使用的计量单位，除历史资料涉及的度量衡单位沿

用原单位记载，必要的换算成现行的法定计量单位外，建国后的一

律采用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十一、本志大事记的记述采用编年体，辅以纪事本末体。

十二、人物志分传、简介、表、录四个部分。立传人物遵循

“生不立传"通例。不论本籍或客籍，凡对西宁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

的已故人物均作传列入本志。立传人物以近现代为主，以正面人物

为主，以卒年为序排列。历代职官、革命领导干部以及正式命名的

革命烈士、市级以上英雄模范人物、历代科举人物、科学技术人员、

能工巧匠分别列入表录。

十三、全志注释采用脚注方式，当页编码。

十四、本志采用多卷本分册成书，统一封面，统一装帧，统一

序列。各分志有相对的独立性。．

十五、志书中所说的“解放前、后"，系指1 949年9月5日西

宁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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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方志是研究历史的基础，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

统，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文化工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社会主义事业

欣欣向荣，盛世修志，总结经验，研究现状，修志势在必行。
’． 《西宁市志·审判志》的编纂，是在中共西宁市委、市人

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由中共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党组直接组织，经过编纂人员十年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在编

纂过程中，编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以朴实、严谨、科学的态度，立足当代，通贯古今，以翔实可

’靠的史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西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

制度、不同政权性质下的司法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特别注重

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人民法院的工作和经验、教

训，体现了人民法院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通过有力发挥审判

职能作用，为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依法调节经济

和其它社会关系，保卫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维

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所做出的光辉

业绩。

本志书基本上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

一，为审判实践工作的发展和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历史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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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与现实依据，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参考书，对宣传法制，教育

公民自觉遵守法律，将会起到积极作用。本志书在志体结构

上，采用篇、章、节的形式，合乎今人阅读的习惯；内容上既

全面、系统，又概括、简明；突出重点，个性鲜明；文字语言

表述上，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具有可读性，也为今后续编审

判志奠定了基础。

展望未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民主与法制的加强，审判方式的改革与完善，人

民法院自身建设将有一个大的发展。

孛耀铭

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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