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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
‘

‘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大

喜日子里，《包头法院志》在上级领导和有关方

面的指导，支持下，经过编修人员的艰苦努力，

几经易稿，终于问世了．‘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求实事求是地．

全面翔实地反映包头市两级人民法院36年的变迁

与发展，以使《包头法院志》真正起到“存史，

资政、教化刀的作用。这里有成功，也有挫折，

有经验，也有教训，有胜利时的喜悦，也有失误

时的苦痛。 ．

《包头法院志》共分为5编、13章，17节及概

述、大事记、附录等，约16万字。上溯自1950年，

断限于1 986年。本志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我院

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委会和上级法院的监督指导下，积极开展各项审
判工作，以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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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记述了法院系统

组织机构和人员变化；记述了各项装备的发展。

况等。 ．。 j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废； 以人为镜，可以

得失"。历史是一面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续。

学地认识历史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现实，更好地

造未来。这部专志算不上一部杰作，但它记载
3 6年来包头法院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

四化力建设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在

敌斗争中不断开拓前进的辉煌里程，也是我们

代人留给后人的珍贵财富。
。

我们希望后来者站在未来的顶峰遥望历史，

于创新，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宏图添上绚丽

斓的色彩。

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颟伊
1989年10月1日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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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

科学性的统一。

二、分编，章、节记述，共5编、13章、17节及概述、大事

记、附录等，根据需要，部分编在正文前加小序。

三、’遵循口横排竖写、亳以类从黟的记述方法，所收内容以
法院行政隶属关系为主。关于审判工作的编章，只写主要审判任

务，其它从略。

四、断限I上t11950年，下止1986年，重点记述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和现状。

五，采用述、志，记、传，录相结合的体裁，以志为全书之

主体，辅以图，表、照片。 ．

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以

编年体为主。

七，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规范化简体字。

八、各种机构，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等，在行文中第一次出

现用全称，以后出现用简称。

九、坚持搿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历届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

长只做简介，基层法院正副院长只记任职时间。

十、所用计量单位和数字，以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和1987年‘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十一，所录资料，均经过考证，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S广



概 述

1949年“九一九刀原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率部和平起义，包头

随之解放。1950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华北人民政府绥远

省军政工作团接管，改造国民党包头地方法院，成立包头市人民

法院。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

案件，并且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

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保护

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

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

权利，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

行。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

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人民法院设“一室，三组，一所一，有干警

56人，其中，留用的23人是原国民党包头地方法院起义人员。

包头市人民法院建立初期，首先围绕党在经济恢复时期的各

项中心任务，废除国民党制定的《六法全书》(中华民国宪法，

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依据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政策法令处理诉讼，积极参加镇压

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运动。受理反革命，土匪，恶霸地

主、封建把头，烟毒等案件2 143件，其中，反革命案件占43．86％，

审结886件I受理民事案件1 628件，其中，婚姻纠纷案占41．04％，

审结659件。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批转口包头市人民法院

监所管理罪犯的经验"在全国推广。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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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

主义)和“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

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审结

案438件，查获贪污赃款48 193．617万元(旧币)。在

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贪污及其他违法犯罪分子，严

贪污分子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乱纪的案件。在司

中，批判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倡导和树立为党和

工作服务，走出法庭，依靠群众，便利群众，从实际

求是，调查研究的审判新作风。通过复查甄别，发现

件，都及时作了纠正。

195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

法》，规定了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任务及审判案件程序等，

法院工作进入依法定程序办案的新阶段。1955年经上级批准，包

头市人民法院改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1956年成立昆都仑

区，青山区、东河区，郊区基层人民法院，石拐矿区人民法院划

归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1957年固阳县人民法院划归包头市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1958年成立白云鄂博矿区人民法院。1954年

至1957年，包头市也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令，召开4次法

院工作会议和多次法院各类专业会议，总结交流以公开审判为重

心，严格依法办案，试行陪审、合议，辩护，回避，上诉等各项

审判制度的经验。审判工作初步走上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遭。

当各项审判制度逐步建立和审判工作顺利前进的时候，受到

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大跃进"的冲击。实行崩下去

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崔一员代三员帮，口一长代三长一，

口有事办攻法，无事搞生产黟，o树雄心，立大志，大干十五

天，为实现无积案而奋斗’’等办案方法。在对此期间刑事案件的

抽查复查中，发现有问题的案件占复查总数的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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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分兰批特赦或减刑人犯2 7'7名，
_ 占在押已决犯的4．9％。1960年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划归包头市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1961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一的八字方针，对办案方法及冤，假、错案作了一些纠正甄

别，但不彻底。1963年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又划归巴彦淖尔盟管

辖。1964年，贯彻中央提出的搿依靠群众制服敌人一的方针，制

定口机关主要工作制度(试行方案)乃十二项，开展内部“四

清矽(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运动。
．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法院机构被“砸烂"。

1968年，公、检，法实行联合军事管制，公，检，法的工作程序制

度变为公安机关抓人，法院审判定罪处刑(检察机关被撤销)的
r- 所谓“群众专政"，各项审判制度和程序完全被取消。1972年恢

复包头市两级人民法院，由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审判工作仍执行搿文化大革命疗韵错

误路线。是年，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划归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管

辖。1977年成立建华矿区人民法院。 7．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通
／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头市

’ 两级人民法院坚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审判职能，平反纠正“文化大革命"中

的冤，假、错案，审判工作又重新走上正轨。特别是从1979年以

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陆续修改制定出《人民法院组

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婚姻

法》、《经济合同法》，《继承法》等一系列法律，法院工作真

正进入了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力的新

阶段。从1979年至1986年，包头市两级法院根据中共中央1978
： (78)号和1979(6)号、(96)号，中办发1983(9)号文

P 仵，关于抓紧纠正搿文化大革命静中的冤、假，错案，起义投诚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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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大力整顿社会治安秩序，把打击的锋芒

指向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爆炸等“五类”严重危害社会治

安的犯罪分子。1980年审结的513件普通刑事案件中，“五类"

犯罪案件占70％。1980年7月“五类黟犯罪案件比同年的1至6

月，分别下降18％，9．5％，33％，52％，6．9％和17％。社会治

安有所好转。1980年撤销建华矿区法院，改为法庭，归青山区人民

法院管辖。1983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社会治安的非正常状况，

为了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

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对流氓团伙分子，流窜作案分子，杀人

犯，放火犯，爆炸犯，强奸犯，抢劫犯，投毒犯，贩毒犯等7个

方面的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依法口从重从快"惩处。两

级法院依靠群众，开展严打战役。在历时3年的三个战役中，两级

法院共审结各类刑事案2 519件，4 308人。其中，审结7个方面的

刑事犯罪案件占总审结案件的39．7％，人数占44．8％。一大批刑

事犯罪分子受到严厉惩处。
’

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同时，从1982年开始，按照全国

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埘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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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弦的决定，严惩了一大批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1982年至

1986年，经济犯罪案件的审结率占总审结案件数的11．6％，人数占

11．6％。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1979年7月开始组建经济审判庭。

1982年开始受理经济纠纷案，当年受理经济纠纷案80件。从1982

年至=1986年共受理经济纠纷案1 410件，平均每年递增80．8％。

1986年，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第一，第二刑事审判庭，民

事，经济审判庭，复审，执行庭，调研，办公室，信访，政工

科，纪检组，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包头分部等12个庭室科

组机构，管辖昆都仑区，东河区，青山区，郊区，土默特右旗、

固阳县，石拐矿区，自云鄂博矿区等8个区旗县人民法院。两级

法院共有干警4．17人。

包头市人民法院建立36年来，在中共包头市委的正确领导下，

在上级法院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指导监督下，同有

关部门密切配合，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保卫社会主义

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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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机构沿革

第一章建立人民法院

1949年9月19日，包头市和平解放后，华北人民政府即派绥

远省军政工作团接管这座城市。随着市政工作的接管，对国民党

法院的改造，经过工作团武庆贺、张震江等的积极筹备，1950年

2月6日，包头市人民法院宣告成立。同时，将国民党绥远省高等

法院包头分院(院址在现今东河区中山路中段西侧，伊克昭盟驻包

头办事处院内)和包头市地方法院(院址在今东河区衙门口街东河

公安分局看守所院内)撤销。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除原国民党法院

的起义人员外，还有从解放区派来的武庆贺等。院址设在原国民

党包头市地方法院院内。武庆贺任院长，全院干警56名。其中，

来自解放区的干部6名，招收新干警27名，留用起义的旧法院

人员23名，根据包头市的实际情况，法院内设。一室、三组，一所移，

即。秘书室、民事组、刑事组、值日组、看守所。秘书室秘书张震江

(秘书室辖研究统计股、文书股、总务股、执达股)，民事组组长曹

万化，副组长赵国范，刑事组组长安银章，值日组副组长刘轩。

同时，将旧法院的“推事"，改称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将“书

记官黟改称书记员。+废除检察官、录事、书记官长等职。

1952年9月16日至同年11月10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司法改

革运动。为纯洁司法队伍，调出、处理了一批包庇反革命分子，贪

赃枉法和不适宜搞法院工作的起义人员20多名。同时，挑选了一

批工人和妇女中的优秀分子充实到法院工作，并委以重任。如。

现在仍在法院工作的边福荣、乔际会、岳仁辅等。

1953年11月，包头县人民法院撤销，其审判工作任务移交包

头市人民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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