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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秦皇岛法院志》是在中共秦皇岛市委、市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支持、关怀下，

在中共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的直接领导下，于

1989年5月至1992年10月间完成的。全书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则，本着“略古祥今、实事求是"的精神，比较全

面、具体地阐述了全市近代审判史况．尤其重点记述

了解放以后，两级法院审判工作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

和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秦皇岛法院志》共分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审

判制度、刑事审判、民事审判、经济审判、行政审判、审

判监督、执行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人民法庭、人

民法官、法院奖惩、司法行政、附录等16篇、38章、

116节。志书时限上起1644年，下止1990年。其中概

述、审判制度、刑事审判、民事审判、经济审判、行政审

判、审判监督、执行工作则是全书之重点。

几年来，我们在编纂志书过程中，得到了秦皇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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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区人大、政协、组织部、党史办公室、档案局、档

案馆、妇女联合会、统计局、地方志办公室、地名办公

室、有关居民、村民委员会、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和基层

人民法院以及一些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力支持，

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两级法院在这次修志过程中，先后共有29名干

警参加了资料的搜集、整理、调查、走访和撰写工作，

他们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饱满的工作热情。几年

来，为志书尽快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因修志是

一项开拓性工作，时间紧迫，工作量大，且编辑人员

少，缺乏经验，水平又有限，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请

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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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述

第一篇 概 述

， 建国40年来，秦皇岛市两级法院在中共秦皇岛市委(以

下简称“市委”)、秦皇岛市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市人大”)

和上级法院的领导、监督下，围绕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中心工作开展审判活动．1949年人民司法工作建立后至

1990年，共依法审判一审刑事案件23884件，民事案件62653

件，经济纠纷案件2955件，行政案件131件。惩办了一批反革

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调处于大量的民事、经济纠纷，巩固

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特别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人

民法院的审判工作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进入了一个新的

历史时期．十几年来，人民法院坚持为改革开放和搞活商品经

济服务，严肃执法，从严治院，不断提高了广大干警的政治素

质和业务素质，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审判任务．与此同时，积极

参加对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维护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为全市

的经济发展和治安稳定做出了贡献． ，



2 第一篇概述

第一章人民法院工作综述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审判工作

建国初期，人民法院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审判活动，维护人

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保卫中

国共产党各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

审判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案件．1950年7月，中共

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以下简称“镇反”)活动的指示，随

即，秦皇岛市，县人民法院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镇压与宽大

相结合”的政策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严厉打击．运动中，共审

判反革命案件1076件．通过审判，对血债累累怙恶不悛的特

务、间谍、恶霸地主、土匪汉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

子以及其它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杀了一批、关了一批、管了

一批”，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部分电台、发报机和反动证

件．这次镇反运动后，反革命案件明显减少，1953年与1952

年相比，收案下降77．4％．

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

法”)解放初期，全市以婚姻纠纷为主的民事案件比较突出．

1949年，市、县人民法院在贯彻《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的基

础上，根据上级指示，于1950年5月开始宣传，贯彻‘婚姻

法'．主要宣传“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婚姻自主”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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