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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l

市中院院长吕瑶(右二)到法院调研

司淫

市中院研究室主任王朝东(后排左一)到法院调研



市中院原政治部主任宋蜀
江(右一)观看法院创建工作

录像

县委书记陈俊林(右二：

参加法院刨建省级文明单位

验收汇报会

县委书记唐安齐(右一)

陪同市领导到法院检查



县委书记廖克全(右一)

到法院调研

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刘成仁(左一)，县委

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张永忠

(右一)等县领导到法院检查
查工作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云

升(右二)、院长王斌(右一：

看望退休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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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班子全体成员研究工

开展“三大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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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宣誓 党员服务进社区

法警练兵 市人大代表参与雇审与当事人谈，●

当事人向县法院送锦旗 法官深^田边地头巡回审判



沐川县人民法院

四川省高级^昆法院

沐川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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沭川县从1942年建县起，审判机构历经县司法处、县人民法庭，

到1951年3月正式成立县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手段，打击

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保

驾护航。

我们组织编修《沐川县法院志》，旨在发挥地方志“资治、存史、

育人力的作用。详细记述沭川县审判机构的沿革，内部管理的变迁，

审判制度的发展，立案、审判、监督、申诉、执行工作的历程，总

结60多年来沭川县审判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

沭川县法院的历任领导、法官为沐川的审判工作作出了贡献，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敬意。

《沐川县法院志》的编辑们为本书的编撰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他们精心收集资料，认真撰写志稿，反复修改志稿，细致校对，

精·心审核，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沐川县人民法院院长 王 斌

2010年7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客观、真实、科学地记载沐

川县法院工作的发展与变化。

二、本志上限自有资料记载起，下限止于2008年底，部分内容延至2009

年。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传、表、录诸体。横分门类，纵述始末，首设

概述，钩玄撷要，时序为经，再分章节，记事系人。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文书档案，也有其他部门文字记录，专访记录，

所有资料均经核实，务求真实而后使用。

五、本志用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体，文字、标点、纪时、计量均使用国

家规范标准。

六、本志遵守保密法规，涉及机密资料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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