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轫鳓翰?纫妇助?印纫轫鳓翰锄纫，?纫?纫鳓纫翰印?鞠印纫纫翰

《佛山市检察志》在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和佛山市城区人民检察院、

石湾区人民检察院领导同志的重视下，按照佛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统

一部署和要求，经过修志人员的努力，于1988年7月编纂成书。

本志共分七章，全书约877多字。编写范围主要是实行市带县体制

改革前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和实行市带县体制改革后佛山市城区人民险察

院、石湾区人民检察院的历史，亦部分地涉及原佛山检察分院及实行市

带县体制改革后的佛山市久民检察院。上限为1954牟-，断限于1986年。

佛山市检察机关自1954年建立以来，按它的建设和发展过程，

大致可以划为四个时期：(1)从1954年8月至1956年，为检察机关

的初建和发展时期；(2)^k1957年至1966年，为检察工作受“左"

倾思潮干扰时期；(3)^k1967年至1977年，为检察工作的中断时期，

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检察机关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时

期；(4)从1978年以后，为检察机关的重建和发展时期，特别笼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是人民检察工作开拓前进的．

最好时期。

在本志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针，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f"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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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决议》为准绳，纵述沿革，横陈现状，以求如实地反映佛山检

察机关各项工作的起伏，成败、兴衰和经验教训。力求能反映地方

特点、专业特点和时代特点，真正起到借鉴历史，总结现实，为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服务，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突出专业志的特点，本志着重记述检察业

务活动，并以依法实行法律监督、独立行使检察权为主线，贯穿全

志的始终。通过回顾往事，重新认识历史，为今后改革检察工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检察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佛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有

关同志的指导、帮助；在印刷出版时，粤中印刷公司又给予大力支

持，优惠承印。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但由于我们编写水平所限，

本志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一

林宇焕

一九八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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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5日，人民解放军进军佛山，推翻了民国政府的腐

败统治。从此，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彻底砸碎了旧的国家机器，

为创立人民检察制度准备了前提条件。

建国初，党和国家就把检察机关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着手逐‘

步建立各级检察机关。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就规定了

设置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1951年

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

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将各级人民检察署的设置分

为四级，即：一、最高人民检察署及其设在各大行政区．的代表机构

最高人民检察分署；二、省(相当于省的行政区)、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检察署；三、省级检察署在省、自治区所属的各个专区的代m

表机构人民检察分署、自治州和省辖市人民检察署；四、县(市)、

、市辖区人民检察署。

建国后，佛山镇从南海县划出来改为佛山市，并为佛山专区的

所在地，于1954年8月分别建立广东省人民检察署粤中分署(属第

三级)和佛山市人民检察署(属第四级)，这两级机构及其名称，



随着各个时期形势的变化和检察工作的发展，又作过多次更改、变
一，

功。

我国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有过几次

变动：1949年12月制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

条例》规定全国各级检察署不受地方机关的干涉，只服从最高检察

署指挥。1951年9月通过的《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将

各级地方检察署的领导关系改为双重领导，即受本级人民政府的领

导，又受上级检察署的领导。1954年制定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规定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地方各级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

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19 78年的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只

监督下级检察院的工作，而不实行领导。1979年制定的《人民检察

院组织法》重新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

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即地方各级检察

院一方面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一方面受

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接受双重领导)。

在佛山市人民检察署时期，由于法律不完备，署内机构不健全，

人员不足，缺乏经验，尚不能独立行使检察权，而是根据当时政治、

经济形势的需要，在各项政治运动中派员参加查处案件，行使一定

程度的法律监督职能。19 55年改称人民检察院后，地、市两级检察

机关开始依照法律规定，承担对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和侦查

监督、诉讼及审判监督等活动，检察工作开始步入健康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地、市两级检察机关紧密配合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开展业

一¨川卅鞠_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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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通过行使检察机关的职能，为保障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

务的实现而斗争。如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酊社：

会主义改造，配合新货币的发行和粮食、棉布的统购统销等中心工

作开羼检察活动，及时办理破坏中心工作均现行犯罪案件，予以批

捕起诉，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的现行破坏

活动，保卫中心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1958年“大跃进”的‘“左”倾

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干扰和削弱了人民检察工作。1959年上半年佛

山市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法院合署办公，成立了政法公安部；调‘I

．出大部分检察人员充实其他部门或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当时虽然保

留着检察院的牌子，但实行了“一长代三长’’ (即公安局长、检察

长，法院院长，其中一人可以代行其他二人的职权)、 “一员顶三一

员" (．即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其中一人可以顶替另二人的职

责)的做法，这实际上取消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导致办案

质量下降，错案增加。这是政法工作上的一大失误。

1962年中共中央纠正了这些错误做法之后，佛山地、市两级人

民检察院重新依法行使检察权。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检察工作的：’一

指示，在做好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为中心的法律

监督工作的同时，担负了同一切违反国家法律、破坏法制的行为作

斗争的任务，查办了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和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和

贪污、侵犯人权的案件，发挥了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 ：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

和破坏，佛山地、市两级检察机关被砸烂，人民检察工作被迫中断

了10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打砸抢现象遍及城乡，

无辜受害者到处皆有。1975年制定的宪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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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公安机关行使，使砸烂人民检察机关、取消人民检察制度成为“合’

法化"。

1976#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彻底垮台，宣告了“文化大革命，，

的结束。党中央进行拨乱反正，发出重新组建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指

示。佛山地、市两级检察院于1978年7月以后相继重建。1980年1

月1日开始实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标志着人民检察制度

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佛山市检察院在佛山检察分院的

直接领导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

开展了各项检察业务活动，并坚持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行

使了法律监督职能。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同公

安、法院、司法等部门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认真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严厉打击了严

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使佛山市区的社会治安状况

明显好转。1982年3至4月问，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

院相‘继发布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市检察院坚决贯

彻这一决定，主动出击，查处了一批经济犯罪案件，为国家和集体

企业单位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

济犯罪(以下简称“两打”)斗争的带动下，法纪检察、监所检察

和控告申诉检察等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纵观佛山市32年来的检察工作，虽几经曲折， “三起两落"，但

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了发展和健全，表现

了人民检察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今天，佛山市人民检察机关将为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入民检察制度，为保卫敌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进行不懈的努力。



第一章 清末、民国时期的检察工作7 。

嘶姆蝴蜘翰哟鳓翰嘲翰蚴翰翰姆蜘蝴嘲蝴蜘蝴姆却姆蝴蝴鳓蝴

， 建国前，佛山市是南海县县城，称佛山镇。

一，清宣统二年(1908年)，全国改革司法制度，采用四级三审制：

即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及高等检察厅、地方审判厅及地方检察厅、

。初级审判厅及初级检察厅o
露

民国元年(1912年)，南海、番禺等县设初级检察厅，配置监督

检察官一人，负责对刑事案件实行侦查、提起公诉，充当民事案件

的诉讼当事人和公益代理人，并监督审判的执行。
‘

民国三年(1914年)，因司法经费困难，全省裁撤部分县的初级

审判、检察两厅机构。同年六月，南海县初级检察厅裁撤，其诉讼案

件由广州地方审判厅、检察厅办理o ．

民国五年(1916年)，广东省高等审判、检察两厅曾一度改为司

法厅，地方审判、检察两厅改为地方审检厅，。均设置厅长一人。同

年秋，又恢复原来的体制。

民国八年(1919年)，广东高等审判、检察两厅逐步在各县设

立分庭，以取代县知事兼理司法的职权。当时由广州地方审、检厅管

辖的县均设立分庭。各分庭均设监督检察官，兼理司法行政事务；人

员任免由广东高等审，检两厅分别委任o
‘

民国十四年(1925年)，全省各分庭裁撤，改为推检。采用司

法巡回制，设巡回推事检察巡回办理民、刑诉讼案件。



民国十五年(1926年)，广东将原高审、检两厅合并改组为控诉

法院，归司法厅管辖，检察机构仍设在法院内。控诉法院不设院长、

检察长，而以民刑各庭长、首席检察官及书记官组成院行政委员会，

处理行政事务c检察机构则设在检察办事处，配首席检察官一人，

检察官三人。其他地方审、检两厅，各市县分庭一律改为市法院和县

法院，检察机构附设在法院内，不设检察长。

民国十七年(1928年)，因广东司法体制与中央制定的政制不

同，于二月份改为各级法院院长制，并将省控诉法院改为高等法院。

广州地方法院内附设检察机构，配置推事、检察、书记官各一人。

在此以前，南海县的诉讼案件一直由广州法院统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广东省各地方法院

因受战争影响，变动频繁，南海、番禺第一审案件曾一度归顺德法

院受理。不久，由于审理不便，又将广州地方法院管辖的南海、番

兼理。

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县市均属战区。民

县、市划为巡回审判区，指定南海、中

法院巡回审判第一区，置巡回推事一

8月最高检察机关称为最高检察署，

该地方检察署，首席检察官一律改为

立，统由司法行政部分配。但广东省

设置在各级法院之内。民国三十八年

南海县地方法院，办公地点准备设在

后因该庙已借给新兵大队作大队部，

，因而直至佛山解放仍未能建立。



第二章 建国后佛山地、市两级

机构的建立与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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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佛山分院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佛山分院(简称佛山分院，下同)的前身是

广东省人民检察署粤中分署(简称粤中分署，下同)。1983年6月佛

山实行市带县体制改革后，定名为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它从

1954年创建至1986年，根据其机构名称的变动情况大致分为五个阶

段。

一、广东省人民检察署粤中分署

(1954年8月一1955年4月)

粤中检察分署创建干1954年8月15日。院址设干居仁里儿5—119

号，由副检察长李诚主持分署工作。设检察员四人，书记员二人。

同时期建立的下属单位有中山县、佛山市、石岐市、江门市检察署。

■中分■■址(居仁里115号)



二、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粤中分院

(19弱年4月一1956年2月)

1955#-4月，粤中检察分署改称粤中检察分院，委任李诚为检

察长。内设业务机构四组一室(见下图表)。

1955年粤中分院机构图表

同年底，全区除已建立佛山、江门、中山、石岐四个基层检察

院外，又建立了番禺、高要、南海、顺德、东莞、宝安、珠海、新

会、罗定、怀集、新兴、云浮、郁南、-德庆、封开、广宁、四会、

三水、高明、鹤山、增城、博罗、龙门等23个基层检察院。

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佛山分院

(1958年2月一1987年3,q)

1956年2月，粤中检察分院改称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佛山分院(简

称佛山分院)。1967年3月，被“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夺权

而被迫停止工作。由于行政区域划分的改变，1956年至1957年，佛

山分院管辖的下属基层检察院有佛山、江门、石岐、中山、台山、

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开平、恩平、三水、花县、鹤山、高明、

珠海、从化等共17个县(市)院。佛山分院干部编制和业务机构见下

表。 、



I
‘

『
1957年佛山分院机构人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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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

I

1．正 副 一 般 审 判 侦查 劳 改

l检察长 办公室 侦查科 合计监督科 监督科 监督科 监督科

2 8 3 4 4 4 2 27

办公室负责行政事务、调研、秘书，人事、人民控诉工作。

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因受“左"倾思潮影响，一些检

察业务被取消，法律监督职能被削弱。19 59年专区公、检、法合并

为政法公安部。当时佛山分院连同下属11个基层检察院(佛山、南

海、番顺、中山．．东莞、宝安、花县、从化、增城、博罗、惠阳)

由合并前的182名干部削减为74名，其中佛山分院由合并前的25人

．削减为17人。检察工作处于混乱、停顿状态。

1960年至1962年，中央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检察机关又恢

复业务活动。佛山分院的干部增至22人。下属基层检察院的情况也

逐步好转。但由于“左"倾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检察机关的法律

监督职能仍受到抑制和削弱，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则被彻底

否定和取消了。

四、重建后的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佛山分院

‘(1978年7 PJ_-'Y21983年6月)．
，

粉碎王、江、张、姚“四人帮’’后，中共佛山地委根据中央和

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于1978年7月30日重建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佛

山分院。院址暂设在大福路ll号，1980年1月迁往大福路12号。

1979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

重要法律．使检察机关的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至1983年5月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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