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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x辱／J,平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祖

国的城乡大地发展、完善。在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

就是法制经济。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随着我国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其地位和作用将会

愈来愈重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立足当今，勇于攀

登，开创未来是重要的工作之本。为此，我院认真组织

了修志工作，经过艰辛的努力，《新乐市人民法院志》问

世了。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新乐市人民法院志》是记载我院各项工作演变、发

展的专门著述。全书比较全面、真实、具体地记述了

1950年成立新乐县人民法院以来我院的历史。本志记

述新乐市人民法院，在新乐县(市)委的领导下，在人

大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下，全面开展各项审判

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保架护航所取得的成绩及

发展过程，体现了新乐特色，可谓一部鉴览历史，激励

后人的史料。

我院对修志工作极为重视，将此项工作列为1997

年的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院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抽

出一名副主任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在编写过程中历届老



院长、老同志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石家庄市和新乐市

档案局以及市志办公室的有关领导同志给予了热情、具

体的指导，经过对大量历史资料进行搜集、筛选和整理，

于1997年10月20日完成初稿，编纂委员会反复研究

审定，于同年11月20日通过。因此，本部院志是集体

智慧的结晶，是共同劳动的成果，是全院干警的精神财

富。我们对为这部院志作出艰苦劳动的同志们表示真诚

的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时间紧迫，缺乏经验，不足之处再

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使之臻于完善。

吴俊英

1997年10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说 明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客观地反映历史。

二、本志上限至1950年成立新乐县人民法院，下限至1996

年底。重点记述了1978年以来新乐法院的工作。

三、本志基本采取了横分竖写，纵横结合记述，大事以时

为序，对于月份不明的记至年初。全书以文字为主，图表、照

片为辅。 -

四、本志记述时尽量避免重复，但为了各章节记述的完整

及历史延续性，少量重复仍然存在。

五、本志行文、数字和简化字的使用，一律按国家语言文

字委员会的统一规定使用。

六、本志共分十五章七十八节。由各庭(室)负责初稿，编

委会统一审定。执笔人有(按姓氏笔划为序)：王秀海、牛庆波、

田庄振、安聪勇、安金长、李春生、张英辰、张连社、张增奇、

林建信、贺文献、胡改书、郭江涛、祖海生、雷春利、葛欣慰、

葛晓建、葛爱申．-

编者

一九九七年十月

j睁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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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组织沿革

第一节 组织机构与任务

1950年2月将新乐县人民法庭改称为新乐县人民法院，设

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编制13人．县长李纯良兼任院长，

刘光录任副院长，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审理一审民事和刑事案件。

1954年11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法院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院长由上级法院任命改为县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1955年1月新乐县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刘辉为院长。 ．

1957年10月法院内设秘书1人，审判员2人，书记员4

人，执行员1人，法警2人，编制12人。1953年9月建立楼底

乡试点法庭，12月派出一个巡回法庭，负责二、三区的民事案

件的审理，1954年9月建立第二个巡回法庭．负责一区案件的

审理，1955年3月设立东长寿和邯邰法庭，两个副院长马书月、

王金水分别兼任庭长，法庭系法院的派出机构，负责审理一审

民事案件。

1958年10月至1962年1月为新乐、行唐合并后的新乐县

人民法院，法院由旧城关迁到长寿县城，增设行唐人民法庭和

捏头人民法庭，1962年1月，新乐、行唐两县分开，法院也随

之分设。1962年1月新乐、行唐分县后由上级任命组成法院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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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班子，1962年6月法院内设秘书、审判员，书记员、法警，编

制8人．

1965年5月．新乐县人民法院由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院长．1967年新乐县人民法院被造反派冲击．工作陷于瘫

痪，后由解放军。支左”部队对公检法实行军管。

1967年春实行军管，一直到1973年3月恢复法院，这段时

间除雷震、田允光、杨五考、杨振忠去五七干校外．其余人员

都与公安合并，归军管会领导．

1973年3月恢复新乐县人民法院，设刑事组、民事组，主

要任务是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同年设立城关人民法庭。

1976年10月法院编制13人．1981年增设经济庭，1982年

9月增设青同法庭，1983年5月增设赤支、长寿两个法庭，1987

年10月编制44人。

1989年5月人民法院在城关、赤支、长寿、邯邰、青同五

个中心庭的基础上又设立了杜固、田村甫、大岳、正莫、彭家

庄、埕头、。木村、东阳、协神、马头铺、大流、东王、南苏14

个乡镇法庭．1989年1月设立行政审判庭，8月设立执行庭，至

此。法院机关共设七庭一室。

1993年，新乐县经上级批准，撤县建市，新乐县人民法院

改为新乐市人民法院。1994年经批准设捏头人民法庭(中心

庭)。1996年4月乡镇合并，由原19个乡镇改为11个乡镇和两

个开发区，基层法庭由18个乡镇法庭和6个中心法庭改为6个

中心法庭和7个乡镇法庭，中心法庭除负责本辖区的案件外还

负责指导一部分乡镇法庭的工作。赤支法庭改为正莫法庭(中

心庭)。1996年6月13日政法系统实行三长交流，原院长张凤

和同志调走，吴俊英同志调任院长。

·2。



第二节 历任院(庭)长、副院(庭)长

(一)法院前身及有关负责人

1938年建立新乐县司法科．

科长：张象乾(1938．8—1941春)

冯建忠(1945．1—1945．8)

刘朋(不详)

吴铭析(不详) 。

1945年12月，将民政科和司法科合并．改称民法科。1948

年12月将司法工作分出，设立县人民法庭。

民法科科长：侯 明(1945．12—1947．9)

刘光录(1947．10一1948．12)

魏如农(1947．6--1948．1Z)

副科长l冯建忠(1947．10一1948．12)

人民法庭庭长：(缺职) -

副庭长：刘光录(1948．12—1949．10)

冯建忠(1948．12—1949．10)

1948年设立新乐县人民法庭委员会。

主任；白振华(1949．3—1950．2)

1950年2月．将新乐县人民法庭改称新乐县人民法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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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任院长

李纯良(县长兼，1950．2—1952．2)

赵中光(县长兼，1952．4—1953．8)

刘光录(1953．8—1954．8)

刘辉(1954．8—1954．11)

(1958．10一1958．12)

高树德(1958．12—1962．6)

雷震(1962．6—1967．10)

(1973．3—1980．8)

李振吉(1980．8—1987．3)

刘兰生(1987．3—1990．3)

张凤和(1990．3—1996．6)

吴俊英(1996．6一)

(三)历任副院长

·4’

刘光录

王英建

马书月

史茂林

王金水

强文录

石艮竹

(1950．5—1952．2)

(女，1954．1—1956．12)

(1954．6—1954．11)

(1961．12—1962．1)

(1952．6—1953．6)

(1955．1—1955．12)

(1956．3—1957．7)

(1959．12—1962．1)

(1961．7—7)



张毅

田允光

马福海

李志玉

杨五考

郭文记

胡中英

杨振忠

郭彦青

赵福增

田志辰

葛欣慰

甄英军

鲍吉堂

0962．12一1964．5)

(1965．3—1966．5)

(1973．3—1976．10)

(1974．8—1975．5)

(1978．11—1984．1)

(1982．12—1996．5)

(1984．1—1992．9)

(1987．4—1996．5)

(1991．1—1996．5)

(1992．11—1996．6)

(1992．11—1996．6)

(1995．5一)

(1995．5一)

(1996．3一)

第三节 各庭、室负责人变更情况

(一)机关庭室和中心法庭

1、办公室
’ ’

主任t杨五考(1973．3—1978．11)

郭彦青(1987．12—1992．7)

李春生(1985．8—1987为负责人)

(1991．8—1992为负责人)

(1992．9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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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张同顺(1981．4—1984．1)

甄红太(1991．7—1996．12)

葛晓建(兼政工科长，未批1993．2一)

2．刑事审判庭：

庭长：

副庭长：

杨振忠

靳登林

默建敏

张英辰

靳登林

杨立山

张英辰

韩根锁

李京辉

(1979．6—1984．4)

(1984．4—1988．6)

(女1989．7—1991．1)

(1991．1一)

(1980．3—1984．4)

(1981．4—1982．12)

(1984．4—1989．7)

(1991．1—1996．5)

(1992．12一)

3、民事审判庭：

庭长：

副庭长：

·6‘

田文信

郭文记

董军

田志辰

田四福

吴秀申

郭文记

王秀海

赵振勇

(1979．5—1982)

(1981．4—1982．12)

(1984．4—1990．7)

(1991．1—1992．12)

(1993．5—1996．5)

(1996．11一)

(1979．5—1981．4)

(1992．12一)

(1992．12—1993．8)



／

王金虎(负责人1996．5一)

4．经济审判庭

庭长：赵建军

甄国章

徐会志

田四福

祖荣格

副庭长t祖荣格

贺文献

郭江涛

5．行政审判庭：

庭长：

副庭长：

田四福

徐会志

祖海生

祖海生

(1984．4—1987．12)

(负责人1987．12—1989．7)

(1989．8—1991．1)

(1991．1—1993．5)

(女1993．S一1996．12)

(女，1991．1—1993．5)

(1993．5一)

(1993．5—1993．11)

(1989．10—1991．1)

(1991．1—1993．5)

(1993．5一)

(1991．1—1993．5)

6、告诉申诉审判庭：

庭长：张英辰(1989．7_1991．1)

’默建敏(女1991．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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