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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检察志

序 言

检察机关是统治阶级主要专政工具之一，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自

清宣统二年(1910年)开始设置检察机关以来，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封建王朝、

军阀割据、国民党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上述不同历史阶段中，

不仅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具体职能、活动原则、领导体制、办案

制度等各个方面也不相同。

清末的云南检察机关，成立仅10个月，清王朝就被推翻，实际上还处于筹建阶段。

在云南军阀统治时期，检察机关几经撤并，仍未形成制度。民国十六年(1927年)8月，

国民党政府。审检合署”后，逐步建立了以。坐堂问案”和。自由心证”为特征，维护

剥削阶级利益的检察制度，直到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起义前夕，全省仅建立各级检察

机构24个，正式任命的各级检察官员只有23人。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诞生，揭开了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的新篇章。

我国的人民检察制度，是在彻底摧毁旧中国检察制度的基础上，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关于国家与法制的原理为指针，结合我国的实际，按照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检察制度，她与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

检察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

根据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

机关。其任务是通过行使检察权，依法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维护国家的统

一，维护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

民生活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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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社会主义现化建设的顺

利进行。并通过检察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
‘

同违法行为作斗争。

云南自1952年12月建立人民检察机关后，和全国的检察机关一样，也经历了曲折

发展的过程。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中，由于受到“左”的错误

干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和各项工作原则受到错误批判，检察机关被视为“可有

可无”的机关，组织、业务建设受到严重挫折和削弱；。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取消了各级检察院，使检察工作中断了十多年。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义修改通过的我国第三部《宪法》中，

恢复了人民检察院的设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一手抓建设，一

手抓法制”方针指引下，不仅很快恢复了各级人民检察院，而且组织建设和各项检察业

务都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并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中，为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惩罚犯罪，服务“四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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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检察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具有中

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人民检察制度正在逐步健全和完善。

当前我国正处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

主义法制的新时期。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一项优良文化传统。为了使广大读者更好地认识

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特点及其优越性，了解云南近八十年来各个时期的检察工作，特

别是1952年以来人民检察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我们根据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的部署，本着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的精神，以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翔实的史料，编纂出《云南省检察志》。这是云南有史以来。运

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体例编写的第一部检察志。

《云南省检察志》为了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全书由《概述》、《大事记》、《机构》、

‘职能》、《文书格式及案例》、《教育·秘书·后勤》、<少数民族地区的检察工作》、‘人

物》、《重要报告、训令、决议、批复》、《主要规章制度》、《回顾与展望》及《附录》12

个部分组成，约120多万字。读者可以从《概述》、<大事记》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检察

工作》中，了解云南自秦汉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司法制度、御史制度、检察制度的演变

及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筒况I专业读者还可以从《附录》及有关章节中。

查阅到各个时期有关检察工作的主要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和重要报告、决议等历史资

料。 I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由于对如何编纂《检察志》的问题，各地尚无统一认识，也无

固定模式，因此，在体例和篇目设置上，还有一些问题有待于探讨。但全书忠于历史，内

容丰富，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希望本书对读者，特别是对我省的广大检察干警，

能起到忆古惜今，振奋精神，开拓前进。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为健全云南的

检察制度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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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中共中央誓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实事求是，不溢美，不掩过，用可靠的史实资料，如实地

记述云南检察机关曲折发展的历史。在内容编排上，既考虑到普通读者的需要，也考虑

到专业读者的特殊需要。

；、本志为语体文，坚持横排竖写，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各专章为纬，

详今略古为原则，人民检察制度为重点。全书由《概述》、<大事记》、《机构》、《职能》、

<文书格．式及案例》、《教育·秘书·后勤》、《少数民族地区的检察工作》、‘人物》、《重要

报告、训令、决议、批复》、‘主要规章制度》、‘回顾与展望》及‘附录》12个部分组成，

约120多万字。

三、本志在编写中，鉴于考虑到检察机关有明显的阶级性，与各个历史时期国家的

-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有密切的联系．对云南司法制度的演变，特别是检察机关曲折发展

的历史及其渊源，在现有志书和史料中，又无系统的记述。故在‘概述》中，用一定的

篇幅进行必要的评述。

四、本志‘大事记》部分为了便于叙述，采用两种体裁：对一般大事，按编年体记

述；对跨年度的重要事件，集中按纪事本末体记述。 ．。

。

． 五、鉴于在有关法律、法令中，对检察人员的任免有特殊的规定，故在本志‘人

物》名录中，除省、地(市、州)、县(市、区)三级检察机关的正、副检察长(首席检

．察官)外，还有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署)检察员一级干部的名录。

六、本志《附录》部分，辑录了各个时期有关检察工作的重要法律、法令和法规，以

便读者查阅．
‘

‘

七、本志时问断限：上限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下限止于1985年，个别问

题到1990年。另从1985年起，每年编有一册‘云南检察年鉴》作为本志的补充和继续，

同时也便于后人续修《云南省检察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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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卫粮食油料和棉花棉布统购统销⋯⋯⋯⋯⋯⋯⋯⋯⋯⋯⋯⋯k⋯⋯(150)

三、检察监所、劳改队⋯⋯⋯⋯⋯⋯⋯⋯⋯⋯⋯⋯⋯⋯⋯⋯⋯⋯⋯⋯⋯⋯(150)

四、查处违法乱纪案件⋯⋯⋯⋯⋯⋯⋯⋯⋯⋯⋯⋯⋯⋯⋯⋯⋯⋯⋯⋯⋯⋯(151)

五、对拖欠税款的工商户进行调查⋯⋯⋯⋯⋯⋯⋯⋯⋯⋯⋯⋯⋯⋯⋯⋯⋯(151)

六、整顿乡邮工作⋯⋯⋯⋯⋯⋯⋯⋯⋯⋯⋯⋯⋯⋯⋯⋯⋯⋯⋯⋯⋯⋯⋯⋯(152)

七、第一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153)

八、试建侦查和审判监督制度⋯⋯⋯⋯⋯⋯⋯⋯⋯⋯⋯⋯⋯⋯⋯⋯⋯⋯．．．(154)

九、其他工作⋯⋯⋯⋯⋯⋯⋯⋯⋯⋯⋯⋯⋯⋯⋯⋯⋯⋯⋯⋯⋯⋯⋯⋯．．．⋯(156)

第三节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时期⋯⋯⋯⋯⋯⋯⋯⋯⋯⋯⋯⋯⋯(157)

一、一般监督⋯⋯⋯⋯⋯：⋯⋯⋯⋯⋯⋯⋯⋯⋯⋯⋯⋯⋯⋯⋯⋯⋯⋯⋯⋯一(157)

(一)任务⋯⋯⋯⋯⋯⋯⋯⋯⋯⋯⋯⋯⋯⋯⋯⋯⋯⋯⋯⋯⋯⋯⋯⋯⋯⋯(157)

(二)程序和方法⋯⋯⋯⋯⋯⋯⋯⋯⋯⋯⋯⋯⋯⋯⋯⋯⋯⋯⋯⋯⋯⋯⋯(157)

(三)检察通讯员⋯⋯⋯⋯⋯⋯⋯⋯⋯⋯⋯⋯⋯⋯⋯⋯⋯⋯⋯⋯⋯⋯⋯(159)

(四)工作简况⋯⋯⋯⋯⋯⋯⋯⋯⋯⋯⋯⋯⋯⋯⋯⋯“⋯⋯⋯⋯⋯⋯⋯·(159)

(五)停止行使一般监督的职权⋯⋯⋯⋯⋯⋯⋯⋯⋯⋯⋯⋯⋯⋯⋯⋯⋯(160)

二、侦查工作⋯⋯⋯⋯⋯⋯⋯⋯⋯⋯⋯⋯⋯⋯⋯⋯⋯⋯⋯⋯⋯⋯⋯⋯⋯⋯(161)

(一)程序⋯⋯⋯⋯⋯⋯⋯⋯⋯⋯⋯⋯⋯⋯⋯⋯⋯⋯⋯⋯⋯⋯⋯⋯⋯⋯

(二)属人民检察院侦查的案件⋯⋯·⋯⋯⋯⋯⋯．．．⋯⋯⋯⋯⋯⋯⋯⋯”

(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共同．侦查的案件⋯⋯⋯⋯⋯⋯⋯⋯⋯⋯⋯

(四)工作简况⋯⋯⋯⋯⋯⋯⋯⋯⋯⋯⋯⋯⋯⋯⋯⋯⋯⋯⋯⋯⋯⋯⋯⋯

(五)云南省检察系统1955年一1958年侦查工作简况表⋯⋯⋯⋯⋯⋯

三、侦查监督⋯⋯⋯⋯⋯⋯⋯⋯⋯⋯⋯⋯⋯⋯⋯⋯⋯⋯⋯⋯⋯⋯⋯⋯⋯⋯

(一)任务和范围⋯⋯⋯⋯⋯⋯⋯⋯⋯⋯⋯⋯⋯⋯⋯·：⋯⋯⋯⋯⋯⋯⋯·

(二)纠正违法的程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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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简况⋯⋯⋯⋯⋯⋯⋯⋯⋯⋯⋯⋯⋯⋯⋯⋯⋯⋯⋯⋯⋯⋯⋯⋯

(四)1955年～1965年云南省检察系统审查批捕工作简况表⋯⋯⋯⋯

四、审判监督⋯⋯⋯⋯⋯⋯⋯⋯⋯⋯⋯⋯⋯⋯⋯⋯⋯⋯⋯⋯⋯⋯⋯⋯⋯⋯

(一)审查起诉⋯⋯⋯⋯⋯⋯⋯⋯⋯⋯⋯⋯⋯⋯⋯⋯⋯⋯⋯⋯⋯⋯⋯⋯

(二)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三)审查判决书和裁定书⋯⋯⋯⋯⋯⋯⋯⋯⋯⋯⋯⋯⋯⋯⋯⋯⋯⋯⋯

(四)出席二审法庭⋯⋯⋯⋯⋯⋯⋯⋯⋯⋯⋯⋯⋯⋯⋯⋯⋯⋯⋯⋯⋯⋯

(五)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进行临场监督⋯⋯⋯⋯⋯⋯⋯⋯⋯⋯

(六)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

(七)参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诉讼⋯⋯⋯⋯⋯⋯⋯⋯⋯⋯

(八)工作简况⋯⋯⋯⋯⋯⋯．-．⋯⋯⋯⋯⋯⋯⋯⋯⋯⋯⋯⋯⋯⋯⋯⋯⋯
(九)1955～1965年云南省检察系统审判监督工作简况表⋯⋯⋯⋯⋯

五、监所、劳改监督⋯⋯⋯⋯⋯⋯⋯⋯⋯⋯⋯⋯⋯⋯⋯⋯⋯⋯⋯⋯⋯⋯⋯

(一)任务和范围⋯⋯⋯⋯⋯⋯⋯⋯⋯⋯·!⋯⋯⋯⋯⋯⋯⋯⋯⋯⋯⋯⋯·

(二)步骤和方法⋯⋯⋯⋯⋯⋯⋯⋯⋯⋯⋯⋯⋯⋯⋯⋯⋯⋯⋯⋯⋯⋯⋯

(三)发现问题和处理方法⋯⋯⋯⋯⋯⋯⋯⋯⋯⋯⋯⋯⋯⋯⋯⋯⋯⋯⋯

(四)建立监督制度⋯⋯⋯⋯⋯⋯⋯⋯⋯⋯⋯⋯⋯⋯⋯⋯⋯⋯⋯⋯⋯⋯

(五)工作简况⋯⋯⋯⋯⋯⋯⋯．．．⋯⋯⋯⋯⋯⋯⋯⋯⋯⋯⋯⋯⋯⋯⋯⋯

(六)云南省检察系统1955年～1966年监所劳改监督工作简况表⋯⋯

六、人民来信来访⋯⋯⋯⋯⋯⋯⋯⋯⋯⋯⋯⋯⋯⋯⋯⋯⋯⋯⋯⋯⋯⋯⋯⋯

七、社会改造检察⋯⋯⋯⋯⋯⋯⋯⋯⋯⋯⋯⋯⋯⋯⋯⋯⋯⋯⋯⋯⋯⋯⋯⋯

八、同严重违法乱纪作斗争⋯⋯⋯⋯⋯⋯⋯⋯⋯⋯⋯⋯⋯⋯⋯⋯⋯⋯⋯⋯

九、调查研究⋯⋯⋯⋯⋯⋯⋯⋯⋯⋯⋯⋯⋯⋯⋯⋯⋯⋯⋯⋯⋯⋯⋯⋯⋯⋯

十、刑事技术⋯⋯⋯⋯⋯⋯⋯⋯⋯⋯⋯⋯⋯⋯⋯⋯⋯⋯⋯⋯⋯⋯⋯⋯⋯⋯

十一、参加民事诉讼⋯⋯⋯⋯⋯⋯⋯⋯⋯⋯⋯⋯⋯⋯⋯⋯⋯⋯⋯⋯⋯⋯⋯

(一)参加民事诉讼的方式⋯⋯⋯⋯⋯⋯⋯⋯⋯⋯⋯⋯⋯⋯⋯⋯⋯⋯⋯

(二)怎样提起诉讼⋯⋯⋯⋯⋯⋯⋯⋯⋯⋯⋯⋯⋯⋯⋯⋯⋯⋯⋯⋯⋯⋯

(三)怎样参加诉讼⋯⋯⋯⋯⋯⋯⋯⋯⋯⋯⋯⋯⋯·：⋯⋯⋯⋯⋯⋯⋯⋯·

(四)对于法院不当判决的抗议⋯⋯⋯⋯⋯⋯⋯⋯⋯⋯⋯⋯⋯⋯⋯⋯⋯

第四节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时期⋯⋯⋯⋯⋯⋯⋯⋯⋯⋯⋯⋯⋯

一、刑事检察⋯⋯⋯⋯⋯⋯⋯⋯⋯⋯⋯⋯⋯⋯⋯⋯⋯⋯⋯⋯⋯⋯⋯⋯⋯⋯

(一)审查决定是否批准逮捕⋯⋯⋯⋯⋯⋯⋯⋯⋯⋯⋯⋯⋯⋯⋯⋯⋯⋯

(二)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三)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四)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五)对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二、法纪检察⋯⋯⋯⋯⋯⋯⋯⋯⋯⋯⋯⋯⋯⋯⋯⋯⋯⋯⋯⋯⋯⋯⋯⋯⋯⋯
‘ (一)案件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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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案程序和制度⋯⋯⋯⋯⋯⋯⋯⋯⋯⋯⋯⋯⋯⋯⋯⋯⋯⋯⋯⋯⋯(204)

(三)立案标准⋯⋯⋯⋯⋯⋯⋯⋯⋯⋯⋯⋯⋯⋯⋯⋯⋯⋯⋯⋯⋯⋯⋯⋯(212)

(四)云南省1979年～1985年自侦法纪案件简况表⋯⋯⋯⋯⋯⋯⋯⋯(215)

三、经济检察⋯⋯⋯⋯⋯⋯⋯⋯⋯⋯⋯⋯⋯⋯⋯⋯⋯⋯⋯⋯⋯⋯⋯⋯⋯⋯(217)

(一)贪污案⋯⋯⋯⋯⋯⋯⋯⋯⋯⋯⋯⋯⋯⋯⋯⋯⋯⋯⋯⋯⋯⋯⋯⋯⋯(217)

(二)贿赂案⋯⋯⋯⋯⋯⋯⋯⋯⋯⋯⋯⋯⋯⋯⋯⋯⋯⋯⋯⋯⋯⋯⋯⋯⋯(217)

(三)偷税、抗税案⋯⋯⋯⋯⋯⋯⋯⋯⋯⋯⋯⋯⋯⋯⋯⋯⋯⋯⋯⋯⋯⋯(217)

(四)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物案⋯⋯⋯⋯⋯⋯⋯⋯⋯(218)

(五)假冒商标案⋯⋯⋯⋯⋯⋯⋯⋯⋯⋯⋯⋯⋯“⋯⋯⋯⋯⋯⋯⋯⋯⋯·(218)

(六)盗伐、滥伐森林案⋯⋯⋯⋯⋯⋯⋯⋯⋯⋯⋯⋯⋯⋯⋯⋯⋯⋯”：⋯(218)

(七)云南省1980年～1985年自侦经济案件简况表⋯⋯⋯⋯⋯⋯⋯⋯(219)

四、监所检察⋯⋯⋯⋯⋯⋯⋯⋯⋯⋯⋯⋯⋯⋯⋯⋯⋯⋯⋯⋯⋯⋯⋯⋯⋯⋯(220)

(一)任务、职责及其特点⋯⋯⋯⋯⋯⋯⋯⋯⋯⋯⋯⋯⋯⋯⋯⋯⋯⋯⋯(221)

(二)业务范围⋯⋯⋯⋯⋯⋯⋯一⋯⋯⋯⋯⋯⋯⋯⋯⋯⋯⋯⋯⋯⋯⋯⋯(221)

(三)检察的方法和程序⋯⋯⋯⋯⋯⋯⋯⋯⋯⋯⋯⋯⋯⋯⋯⋯⋯⋯⋯⋯(223)

(四)案件的处理⋯⋯⋯⋯⋯⋯⋯⋯⋯⋯⋯⋯⋯⋯⋯⋯⋯⋯⋯⋯⋯⋯⋯(225)

(五)工作简况⋯⋯⋯⋯⋯⋯⋯⋯⋯⋯⋯⋯⋯⋯⋯⋯⋯⋯⋯⋯⋯⋯⋯⋯(226)
‘

五、控告申诉检察⋯⋯⋯⋯⋯⋯⋯⋯⋯⋯⋯⋯⋯⋯⋯⋯⋯⋯⋯⋯⋯⋯．．．⋯(229)

(一)任务⋯⋯⋯⋯⋯⋯⋯⋯⋯⋯⋯⋯⋯⋯⋯⋯⋯⋯⋯⋯⋯⋯⋯⋯⋯⋯(229)

(二)处理原则⋯⋯⋯⋯⋯⋯⋯⋯⋯⋯⋯⋯⋯⋯⋯⋯⋯⋯⋯⋯·，⋯⋯⋯(229)

(三)主要制度⋯⋯⋯⋯⋯⋯⋯⋯⋯⋯⋯⋯⋯⋯⋯⋯⋯⋯⋯⋯⋯⋯⋯⋯(229)

(四)程序⋯⋯⋯⋯⋯⋯⋯⋯⋯⋯⋯⋯⋯⋯⋯⋯⋯⋯⋯⋯⋯⋯⋯⋯⋯⋯(230)

(五)工作简况⋯⋯⋯⋯⋯⋯⋯⋯⋯⋯⋯．．．⋯⋯⋯⋯⋯⋯⋯⋯⋯⋯⋯⋯(230)

六、刑事技术工作⋯⋯⋯⋯⋯⋯⋯⋯⋯⋯⋯⋯⋯⋯⋯⋯⋯．．．⋯⋯⋯⋯⋯⋯(233)

七、调查研究工作⋯⋯⋯⋯⋯⋯⋯⋯⋯⋯⋯⋯⋯⋯⋯⋯⋯⋯⋯⋯⋯⋯⋯⋯(236)

八、综合治理工作⋯⋯⋯⋯⋯⋯⋯⋯⋯⋯⋯⋯⋯⋯⋯⋯⋯⋯⋯⋯⋯⋯⋯⋯(240)

九、业务体制改革⋯⋯⋯⋯⋯⋯⋯⋯⋯⋯⋯⋯⋯⋯⋯⋯⋯⋯⋯⋯⋯⋯⋯⋯(241)

第三章检察文书格式及案例⋯⋯⋯⋯⋯⋯⋯⋯⋯⋯⋯⋯⋯(243)
第一节民国时期⋯⋯⋯⋯⋯⋯⋯⋯⋯⋯⋯⋯⋯⋯⋯⋯⋯⋯⋯⋯⋯⋯⋯⋯⋯(243)

一、民国元年～十五年⋯⋯⋯⋯⋯⋯⋯⋯⋯⋯⋯⋯⋯⋯⋯⋯⋯⋯⋯⋯⋯⋯(243)

(一)判决书⋯⋯⋯．．．⋯⋯⋯⋯⋯⋯⋯⋯⋯⋯⋯⋯⋯⋯⋯⋯⋯⋯⋯⋯⋯(243)

(二)执行刑事判决通知书：⋯⋯⋯⋯⋯⋯⋯⋯⋯⋯⋯⋯⋯⋯⋯⋯⋯⋯”(244)

(三)移送上诉案件文书⋯⋯⋯⋯⋯⋯⋯⋯⋯⋯⋯⋯⋯⋯⋯⋯⋯⋯⋯⋯(245)

(四)不受理案件文书⋯⋯⋯⋯⋯⋯⋯⋯⋯⋯⋯⋯⋯?⋯⋯⋯⋯⋯⋯⋯”(245)

(五)犯人越狱逃跑，曲狱长从宽免予置议⋯⋯⋯⋯⋯⋯⋯⋯⋯⋯⋯⋯(245)

(六)切I令⋯⋯⋯⋯⋯⋯⋯⋯⋯⋯⋯⋯⋯⋯⋯⋯⋯⋯⋯⋯⋯·⋯⋯⋯⋯”(246)

二、民国十六年～三十八年⋯⋯⋯⋯⋯⋯⋯⋯⋯⋯⋯⋯⋯⋯⋯⋯⋯⋯⋯⋯(246)

(一)起诉书⋯⋯⋯⋯⋯⋯⋯⋯⋯⋯⋯⋯⋯⋯⋯⋯⋯⋯⋯⋯⋯⋯⋯⋯⋯(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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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起诉处分书⋯⋯⋯⋯⋯⋯⋯⋯⋯⋯⋯⋯⋯⋯⋯⋯⋯⋯⋯⋯⋯⋯(247r)

(三)复判书⋯⋯⋯⋯⋯⋯⋯⋯⋯⋯⋯⋯⋯⋯⋯⋯⋯⋯⋯⋯⋯⋯⋯⋯⋯(248)

(四)申请书⋯⋯⋯⋯⋯⋯⋯⋯⋯⋯⋯⋯⋯⋯⋯⋯⋯⋯⋯⋯⋯⋯⋯⋯⋯(248)

(五)法院通知检察官出庭通知书⋯⋯⋯⋯⋯⋯⋯⋯⋯⋯⋯⋯⋯⋯⋯⋯(249)

(六)检察处派检察官出庭通知书⋯⋯⋯⋯⋯⋯⋯⋯⋯⋯⋯⋯⋯⋯⋯⋯(249)

(七)侦讯笔录⋯⋯⋯⋯⋯⋯⋯⋯⋯⋯⋯⋯⋯⋯⋯⋯⋯⋯⋯⋯⋯⋯⋯⋯(249)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250)

一、1955年制定的主要检察文书式样⋯⋯⋯⋯⋯⋯⋯⋯⋯⋯⋯⋯⋯⋯⋯(250)

二、1983年制定的主要检察文书式样⋯⋯⋯⋯⋯⋯⋯⋯⋯⋯⋯⋯⋯⋯⋯(260)

三、案例⋯⋯⋯⋯⋯⋯⋯⋯⋯⋯⋯⋯⋯⋯⋯⋯⋯⋯⋯⋯⋯⋯⋯．．．⋯⋯⋯⋯(271)

(一)侦查⋯⋯⋯⋯⋯⋯⋯⋯⋯⋯⋯⋯⋯⋯⋯⋯⋯⋯⋯i⋯⋯⋯⋯⋯⋯”(271)

1．晋宁县人民检察院。侦查骗子手、贪污分子李铨一案”的经过⋯⋯⋯⋯⋯⋯(271)

2．姚安县人民检察院。侦查朱玉堂盗窃一案”的经过⋯⋯⋯⋯⋯⋯⋯⋯⋯⋯(273)

3．昆明铁路运输检察院。侦查316次列车翻车事故案●的经过⋯⋯⋯⋯⋯⋯⋯(275)

4．泸西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王芝华等人杀人案”的经过⋯⋯⋯⋯⋯⋯⋯⋯⋯(276)

5．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关手。胎盘组织浆中毒案”的调查经过⋯⋯⋯⋯⋯⋯⋯⋯(278)

(二)起诉⋯⋯⋯．．．⋯⋯⋯⋯⋯⋯⋯⋯⋯⋯⋯⋯⋯⋯⋯⋯⋯⋯⋯⋯⋯⋯(281)

1．扎迫故意杀人案⋯⋯⋯⋯⋯⋯⋯⋯⋯⋯⋯⋯⋯⋯⋯⋯⋯⋯⋯⋯⋯⋯⋯(281)

2．王加福故意杀人案⋯⋯⋯⋯⋯⋯⋯⋯⋯⋯⋯⋯⋯⋯⋯⋯⋯⋯⋯⋯⋯⋯(281)

3．张文兴故意杀人案⋯⋯⋯⋯⋯⋯⋯⋯⋯⋯⋯⋯⋯⋯⋯⋯⋯⋯⋯⋯⋯⋯(281)

4．咪罕金。琵琶鬼”案⋯⋯⋯⋯⋯⋯⋯⋯⋯⋯⋯⋯⋯⋯⋯⋯⋯⋯⋯⋯⋯(281)

5．周诚根、赵甲云、张文君、陈志礼反革命案⋯⋯⋯⋯⋯⋯⋯⋯⋯⋯⋯⋯⋯(284)

6．邱学文．杨允盛、马鹤清、左建玩忽职守案⋯⋯⋯⋯⋯⋯⋯⋯⋯⋯⋯⋯⋯(285)

7．李汉清引诱、容留妇女卖淫案⋯⋯⋯⋯⋯⋯⋯⋯⋯⋯⋯⋯⋯⋯⋯⋯⋯⋯(285)

8．朱家平等人侮辱人格案 ⋯⋯⋯⋯⋯⋯⋯⋯⋯⋯⋯⋯⋯⋯⋯⋯⋯⋯⋯⋯(286)

9．温源和、戴文宣，余锡宽贩运毒品案⋯⋯⋯⋯⋯⋯⋯⋯一⋯⋯⋯⋯⋯⋯(286)

10．卢世雄破坏选举案⋯⋯⋯⋯⋯⋯⋯⋯⋯⋯⋯．．．·⋯⋯⋯⋯⋯⋯⋯⋯⋯··(286)

11．唐传忠等人贪污案⋯⋯⋯⋯⋯⋯⋯⋯⋯⋯⋯⋯⋯⋯⋯⋯⋯⋯⋯⋯⋯⋯(286)

12．周险峰、丁振朝、童家云贪污案⋯⋯⋯⋯⋯⋯⋯⋯⋯⋯⋯⋯⋯⋯⋯⋯⋯(287)

13．李洪国，张国琴，何玉叶投机倒把案⋯⋯⋯⋯⋯⋯⋯⋯⋯⋯⋯⋯⋯⋯⋯(287)

14．吴强私放罪犯案⋯⋯⋯⋯⋯⋯⋯⋯⋯⋯⋯⋯⋯⋯⋯⋯⋯⋯⋯⋯⋯⋯⋯(287)

15．黄荣富、李小三、樊稳方、史益盛非法拘禁案⋯⋯⋯⋯⋯⋯⋯⋯⋯⋯⋯⋯(288)

16．。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6名案犯的起诉书⋯⋯⋯⋯⋯⋯⋯⋯⋯⋯⋯(288)

(1)黄兆其反革命案⋯⋯⋯⋯j⋯⋯⋯⋯⋯⋯⋯⋯⋯⋯⋯⋯⋯⋯⋯⋯⋯⋯⋯⋯”(288)

(2)刘殷农反革命案⋯⋯⋯⋯⋯⋯⋯⋯⋯⋯⋯⋯⋯⋯⋯⋯⋯⋯⋯⋯⋯⋯⋯⋯⋯(293)

(3)胡延观反革命案⋯⋯⋯⋯⋯⋯⋯⋯⋯⋯⋯⋯⋯⋯⋯⋯⋯⋯⋯⋯⋯⋯⋯⋯⋯(296)

(4)涂晓雷反革命案⋯⋯⋯⋯⋯⋯⋯⋯⋯⋯⋯⋯⋯⋯⋯⋯⋯⋯⋯⋯⋯⋯⋯⋯⋯(298)

(5)刘光兴反革命案⋯⋯⋯⋯⋯⋯⋯⋯⋯⋯⋯⋯⋯⋯⋯⋯⋯⋯⋯⋯⋯⋯⋯⋯⋯(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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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立宽反革命案⋯⋯⋯⋯⋯⋯⋯⋯⋯⋯⋯⋯⋯⋯⋯⋯⋯⋯⋯⋯⋯(304)

(三)不起诉⋯⋯⋯⋯⋯⋯⋯⋯⋯⋯⋯⋯⋯⋯⋯⋯⋯⋯⋯⋯⋯⋯⋯⋯⋯(306)

1．不构成犯罪，不予起诉⋯⋯⋯⋯⋯⋯⋯⋯⋯⋯⋯⋯⋯⋯⋯⋯⋯⋯⋯⋯(306)

2．正当防卫不予起诉⋯⋯⋯⋯⋯⋯⋯⋯⋯⋯⋯⋯⋯⋯⋯⋯⋯⋯⋯⋯⋯⋯(307)

3．贪污数额不大，不予起诉⋯⋯⋯⋯⋯⋯⋯⋯⋯⋯⋯⋯⋯⋯⋯⋯⋯⋯⋯⋯(307)

4．主动自首，不予起诉⋯⋯⋯⋯⋯⋯⋯⋯⋯⋯⋯⋯⋯⋯⋯⋯⋯⋯⋯⋯⋯(308)

(四)免予起诉⋯⋯⋯⋯⋯⋯⋯⋯⋯⋯⋯⋯⋯⋯⋯⋯⋯⋯⋯⋯⋯⋯⋯⋯(309)

1．潘英圣、．杨长春倒卖外汇案⋯⋯⋯⋯⋯⋯⋯⋯⋯⋯⋯⋯⋯⋯⋯⋯⋯”⋯·(309)

2．孙伯箴倒卖外汇案⋯⋯⋯⋯⋯⋯⋯⋯⋯⋯⋯⋯⋯⋯⋯⋯⋯⋯⋯⋯⋯⋯(309)

(五)试建审判监督制度(查处董照垣玩忽职守案纪实)⋯-．．⋯⋯⋯⋯(310)

(六)出庭支持公诉(记王家才故意杀人案开庭审理纪实)⋯⋯⋯⋯⋯(313)

(七)抗诉⋯⋯⋯⋯⋯⋯⋯⋯⋯⋯⋯⋯⋯⋯⋯⋯⋯⋯⋯⋯⋯⋯⋯⋯⋯⋯·(315)

1．对不当判决的抗诉书 ⋯⋯⋯⋯⋯⋯⋯⋯⋯⋯⋯⋯⋯⋯⋯⋯⋯⋯⋯⋯⋯(315)

2．对重罪轻判的抗诉书⋯⋯⋯⋯⋯⋯⋯⋯⋯⋯⋯⋯⋯⋯⋯⋯⋯⋯⋯⋯⋯(316)

3．对文美江故意杀人案的抗诉词⋯⋯⋯⋯⋯⋯⋯⋯⋯⋯⋯⋯⋯⋯：⋯⋯⋯”(317)

4．不应判刑的建议书⋯⋯⋯⋯⋯⋯．．．⋯⋯⋯⋯⋯⋯⋯⋯⋯⋯⋯⋯⋯．．⋯·(318)

5．应作有罪判决的建议书 ⋯⋯⋯⋯⋯⋯⋯⋯⋯⋯⋯⋯⋯⋯⋯⋯⋯⋯⋯⋯(319)

6．对杨鹤瑞强奸案应依法抗诉的通知⋯⋯⋯⋯⋯⋯⋯⋯⋯⋯⋯⋯⋯⋯⋯⋯(320)

7．对孙贵祥资敌案不再抗诉的批复⋯⋯⋯⋯⋯⋯⋯⋯⋯⋯⋯⋯⋯⋯⋯⋯⋯(321)

(八)纠正违法⋯⋯⋯⋯⋯⋯；⋯⋯⋯⋯⋯⋯⋯⋯⋯．．⋯··：⋯⋯⋯⋯⋯⋯(321)

1．抗议书⋯⋯⋯⋯⋯⋯⋯·!⋯⋯⋯⋯⋯⋯⋯⋯⋯⋯⋯⋯⋯⋯⋯⋯⋯⋯·(321)’

2．关于检察第十三劳改队工伤事故的建议书⋯⋯⋯⋯⋯⋯⋯·：⋯⋯⋯⋯⋯⋯·(321)

3．纠正违法通知书(1)⋯⋯⋯⋯⋯⋯⋯⋯⋯⋯⋯⋯⋯⋯⋯⋯⋯⋯⋯⋯⋯(234)

4．纠正违法通知书(2)”?⋯⋯⋯⋯⋯⋯⋯⋯⋯⋯⋯⋯⋯⋯⋯⋯⋯⋯⋯⋯(324)

(九)检察建议⋯⋯⋯⋯⋯⋯⋯⋯⋯⋯⋯⋯⋯⋯⋯⋯⋯⋯⋯⋯⋯⋯⋯⋯(324)

(十)冤假错案⋯⋯⋯⋯⋯⋯小⋯⋯⋯⋯⋯⋯⋯⋯⋯⋯⋯⋯⋯⋯⋯⋯⋯(325)

1．。丁当洞”冤案 ⋯⋯⋯⋯⋯⋯⋯⋯⋯⋯⋯⋯⋯⋯⋯⋯⋯⋯⋯⋯⋯⋯⋯(325)

2．。瓦仓”冤案’⋯⋯⋯⋯⋯⋯⋯⋯⋯⋯⋯⋯⋯⋯⋯⋯⋯⋯⋯⋯⋯⋯⋯⋯(325)

毫．。干沟”假案⋯⋯⋯⋯⋯⋯⋯⋯⋯⋯⋯⋯⋯⋯⋯⋯⋯⋯⋯⋯⋯⋯⋯⋯(326)

4．甘烈明申诉案⋯⋯⋯⋯⋯⋯⋯⋯⋯⋯⋯⋯⋯⋯⋯⋯⋯⋯⋯⋯⋯⋯⋯⋯(329)

(十一)一件争议较大的案例——贺章南“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案⋯⋯⋯⋯⋯⋯⋯⋯⋯⋯⋯⋯⋯⋯⋯⋯⋯⋯⋯⋯⋯⋯⋯⋯⋯⋯(331)

(十二)一件干扰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案例——张兴堂“包庇窝

藏烟毒犯”案⋯⋯⋯⋯⋯⋯⋯⋯⋯⋯⋯⋯⋯⋯⋯⋯⋯．．-⋯⋯⋯(333)

(十三)依靠群众，改造罪犯纪实⋯⋯⋯⋯⋯⋯⋯⋯⋯⋯⋯⋯⋯⋯⋯⋯(336)

第四章教育·秘书·后勤⋯⋯⋯⋯⋯⋯⋯⋯⋯⋯⋯⋯⋯⋯⋯．(339)
第一节教育⋯⋯⋯⋯⋯⋯⋯⋯⋯⋯⋯⋯⋯⋯⋯⋯⋯⋯⋯⋯⋯⋯⋯⋯⋯⋯⋯(339)

第二节秘书⋯⋯⋯⋯⋯．一⋯⋯⋯⋯⋯⋯⋯⋯⋯⋯⋯⋯⋯⋯⋯⋯⋯⋯⋯⋯⋯．(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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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撰稿、文印、收发⋯⋯⋯⋯⋯⋯⋯⋯⋯⋯⋯⋯⋯⋯⋯⋯⋯⋯⋯⋯⋯⋯(346)

二、监印⋯⋯⋯⋯⋯⋯⋯⋯⋯⋯⋯⋯⋯⋯⋯⋯⋯⋯⋯⋯⋯⋯⋯⋯⋯⋯⋯⋯(347)

三、统计⋯⋯⋯⋯⋯⋯⋯⋯⋯⋯⋯⋯⋯⋯⋯⋯⋯⋯⋯⋯⋯⋯⋯⋯⋯⋯⋯⋯(347)

四、档案⋯⋯⋯⋯⋯⋯⋯⋯⋯⋯⋯⋯⋯⋯⋯⋯⋯⋯⋯⋯⋯⋯⋯⋯⋯⋯⋯⋯(348)

五、保密⋯⋯⋯⋯⋯⋯⋯⋯⋯⋯⋯⋯⋯⋯⋯⋯⋯⋯⋯⋯⋯⋯⋯⋯⋯⋯⋯⋯(360)

第三节后勤⋯⋯⋯⋯⋯⋯⋯⋯⋯⋯⋯⋯⋯⋯⋯⋯⋯⋯⋯⋯⋯⋯⋯⋯⋯⋯⋯(361)

一、经费⋯⋯⋯⋯⋯⋯⋯⋯⋯⋯⋯⋯⋯⋯⋯⋯⋯⋯⋯⋯⋯⋯⋯⋯⋯⋯⋯⋯(361)

二、罚没收入的处理⋯⋯⋯⋯⋯⋯⋯⋯⋯⋯⋯⋯⋯⋯⋯⋯⋯⋯⋯⋯⋯⋯⋯(363)

三、服饰⋯⋯⋯⋯⋯⋯⋯⋯⋯⋯⋯⋯⋯⋯⋯⋯⋯⋯⋯⋯⋯⋯⋯⋯⋯⋯⋯⋯(386)

四、办公室和住房⋯⋯⋯⋯⋯⋯⋯⋯⋯⋯⋯⋯⋯⋯⋯⋯⋯⋯⋯⋯⋯⋯⋯⋯(393)

五、交通工具⋯⋯⋯⋯⋯⋯⋯⋯⋯⋯⋯⋯⋯⋯⋯⋯⋯⋯⋯⋯⋯⋯⋯⋯⋯⋯(395)

第五章少数民族地区的检察工作⋯⋯⋯⋯⋯⋯⋯⋯⋯⋯⋯”(397)
‘第一节少数民族简况⋯⋯⋯⋯⋯⋯⋯⋯⋯⋯⋯⋯⋯⋯⋯⋯⋯⋯⋯⋯⋯⋯⋯(397)

一、彝族⋯⋯⋯⋯⋯⋯⋯⋯⋯⋯⋯⋯⋯⋯⋯⋯⋯⋯⋯⋯⋯⋯⋯⋯⋯⋯⋯⋯(397)

二、白族⋯⋯⋯⋯⋯⋯⋯⋯⋯⋯⋯⋯⋯⋯⋯⋯⋯⋯⋯⋯⋯⋯⋯⋯⋯⋯⋯⋯(398)

三、’哈尼族⋯⋯⋯⋯⋯⋯⋯⋯⋯⋯⋯⋯⋯⋯⋯⋯⋯⋯⋯⋯⋯⋯⋯⋯⋯⋯⋯(398)

四、壮族⋯⋯⋯⋯⋯⋯⋯⋯⋯⋯⋯⋯⋯⋯⋯⋯⋯⋯⋯⋯⋯⋯⋯⋯⋯⋯⋯⋯(399)

五、傣族⋯⋯⋯⋯⋯⋯⋯：⋯⋯⋯⋯⋯．．．⋯⋯⋯⋯⋯⋯⋯⋯⋯⋯⋯⋯⋯⋯”(400)

六、苗族⋯⋯⋯⋯⋯⋯⋯⋯⋯⋯⋯⋯⋯⋯⋯⋯⋯⋯⋯⋯⋯⋯⋯⋯⋯⋯⋯⋯(401)

七、傈僳族⋯⋯⋯⋯⋯⋯⋯⋯⋯⋯⋯⋯⋯⋯⋯⋯⋯⋯⋯⋯⋯⋯⋯⋯⋯⋯⋯(402)

八、回]唳⋯⋯⋯⋯⋯⋯⋯⋯⋯⋯⋯⋯⋯⋯：·!⋯⋯⋯⋯⋯⋯⋯⋯⋯⋯⋯⋯⋯(402)

九、拉祜族⋯⋯⋯⋯⋯⋯⋯⋯⋯⋯⋯⋯⋯⋯⋯⋯⋯⋯⋯⋯⋯⋯⋯⋯⋯⋯⋯(403)

十、佤族⋯⋯⋯⋯⋯⋯⋯⋯⋯⋯⋯⋯⋯⋯⋯⋯⋯⋯⋯⋯⋯⋯”⋯⋯⋯⋯⋯。(403)

十一、纳西族⋯⋯⋯⋯⋯⋯⋯⋯⋯⋯⋯⋯⋯⋯⋯⋯⋯⋯⋯⋯⋯⋯⋯⋯⋯⋯(404)

十二、瑶族⋯⋯⋯⋯⋯⋯⋯⋯⋯⋯⋯⋯⋯⋯⋯⋯⋯⋯⋯⋯⋯⋯⋯⋯⋯⋯⋯(405)

十三、藏族⋯⋯⋯⋯⋯⋯⋯⋯⋯⋯⋯⋯⋯⋯⋯⋯⋯⋯⋯⋯⋯⋯⋯⋯⋯⋯⋯(405)

十四、景颇族⋯⋯⋯⋯⋯⋯⋯⋯⋯⋯⋯⋯⋯⋯⋯⋯⋯⋯⋯⋯⋯⋯⋯⋯⋯⋯(406)

十五、布朗族⋯⋯⋯⋯⋯⋯⋯⋯⋯⋯⋯⋯⋯⋯⋯⋯⋯⋯⋯⋯⋯⋯⋯⋯⋯⋯(407)

十六、普米族⋯⋯⋯⋯⋯⋯⋯⋯⋯⋯⋯⋯⋯⋯⋯⋯⋯⋯⋯⋯⋯⋯⋯⋯⋯⋯(407)

十七、怒族⋯⋯⋯⋯⋯⋯⋯⋯⋯⋯⋯⋯⋯⋯⋯⋯⋯⋯⋯⋯⋯⋯⋯⋯⋯⋯⋯(408)

十八、阿昌族⋯⋯⋯⋯⋯⋯⋯⋯⋯⋯⋯⋯’⋯⋯⋯⋯⋯⋯⋯⋯⋯⋯⋯⋯⋯⋯(409)

十九、德昂族⋯⋯⋯⋯⋯⋯⋯⋯⋯⋯⋯⋯⋯⋯⋯⋯⋯⋯⋯⋯⋯⋯⋯⋯⋯⋯(409)

二十、基诺族⋯⋯⋯⋯⋯⋯⋯⋯⋯⋯⋯⋯⋯⋯⋯⋯⋯⋯⋯⋯⋯⋯⋯⋯⋯⋯(410)

二十一、蒙古族⋯⋯⋯⋯⋯⋯⋯⋯⋯⋯⋯⋯⋯⋯⋯⋯⋯⋯⋯⋯⋯⋯⋯⋯⋯(411)

二十二、水族⋯⋯⋯⋯⋯⋯⋯⋯⋯⋯⋯⋯⋯⋯⋯⋯⋯⋯⋯⋯⋯⋯⋯⋯⋯⋯(411)

二十三、布依族⋯⋯⋯⋯⋯⋯⋯⋯⋯⋯⋯⋯⋯⋯⋯⋯⋯⋯⋯⋯⋯⋯⋯⋯⋯(412)

二十四、独龙族⋯⋯⋯⋯⋯⋯⋯⋯⋯⋯⋯⋯⋯⋯⋯⋯⋯⋯⋯⋯⋯⋯⋯⋯⋯(412)

二十五、满族⋯⋯⋯⋯⋯⋯⋯⋯．．；⋯⋯⋯⋯⋯⋯⋯⋯⋯⋯⋯⋯⋯⋯_⋯⋯(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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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第二节执法中的一些特殊问题⋯⋯⋯⋯⋯⋯⋯⋯⋯⋯⋯⋯⋯⋯⋯．．．⋯⋯⋯(417)

四、毁林开荒、盗伐滥伐森林问题⋯⋯⋯⋯⋯⋯⋯⋯⋯⋯⋯⋯⋯⋯⋯⋯⋯(422)

五、因迷信鬼神引起群众性侵害他人人身权利和毁坏财物问题⋯⋯⋯⋯⋯(423)

六、因山林、水利、土地纠纷引起群众性械斗问题⋯⋯⋯⋯⋯⋯⋯⋯⋯⋯(424)

七、有关流氓罪及与未满14岁幼女发生性行为的问题⋯⋯⋯、⋯⋯⋯⋯”(424)

十、执行。两法”中的问题⋯⋯⋯⋯⋯⋯⋯⋯⋯⋯⋯⋯⋯⋯⋯⋯⋯⋯⋯⋯(432)

第三节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变通⋯⋯⋯⋯⋯⋯⋯⋯⋯⋯⋯(434)

三、刑事诉讼法及诉讼程序中的变通⋯⋯⋯⋯⋯⋯⋯⋯⋯⋯⋯⋯⋯⋯⋯⋯(440)

第四节民族地区的检察机关⋯⋯⋯⋯⋯⋯⋯⋯⋯⋯⋯⋯⋯⋯⋯⋯⋯⋯⋯⋯(442)

3．云南省各民族自治州检察系统干警政治素质简况表⋯⋯⋯⋯⋯⋯⋯(461)

第六章人物⋯⋯⋯⋯⋯⋯⋯⋯⋯⋯⋯⋯⋯⋯⋯⋯⋯⋯⋯⋯⋯．(463)
第一节云南省各级检察机关主要领导人名录⋯⋯⋯⋯⋯⋯⋯⋯⋯⋯⋯⋯⋯(463)

一、临时最高审检处、总检察厅云南分厅、最高法院云南分院

二、云南省省级检察机关历任检察长(首席检察官)、副检察长名录⋯⋯(463)

三、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署)历任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四、云南省地、州级检察机关历任检察长(首席检察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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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检察志

五、云南省县级检察机关历任检察长(首席检察官)、副检察长名录⋯⋯(479)

六、昆明地区铁路运输检察院历任正、副检察长名录⋯⋯⋯⋯⋯⋯·：⋯⋯·(519)

第二节云南省各级人民检察院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名录⋯⋯⋯⋯⋯⋯⋯(520)

一、1959年云南省检察系统出席云南省公安、检察、司法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名录⋯⋯⋯⋯⋯⋯⋯⋯⋯⋯⋯⋯⋯⋯⋯⋯⋯(520)

二、1959年云南省检察系统出席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

大会代表名录⋯⋯⋯⋯⋯⋯⋯⋯⋯⋯⋯⋯⋯⋯⋯⋯⋯⋯⋯⋯⋯⋯⋯⋯(521)

三、云南省检察系统第一次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光荣榜名录(1983年7月15日)⋯⋯⋯⋯⋯⋯⋯⋯⋯⋯⋯⋯⋯⋯⋯(521)

四、云南省检察系统第二次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光荣榜名录(1984年7月10日)⋯⋯⋯⋯⋯⋯⋯⋯⋯⋯⋯⋯⋯⋯⋯(529)

五、1985年云南省出席全国检察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六、1985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通令嘉奖人员名录⋯⋯⋯⋯⋯⋯⋯⋯⋯

七、1986年云南省第十二届职工劳模表彰大会表彰名录⋯⋯⋯⋯⋯⋯⋯

八、1986年云南省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代表大会

先进个人名录⋯⋯⋯⋯⋯⋯⋯⋯⋯⋯⋯⋯⋯⋯⋯⋯⋯⋯⋯⋯⋯⋯⋯⋯

九、1985年出席全国检察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事迹简介⋯⋯⋯⋯⋯·
1．先进集体⋯⋯⋯⋯⋯⋯⋯⋯⋯⋯⋯”一⋯⋯⋯⋯⋯⋯⋯⋯⋯⋯⋯⋯·

(1)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检察院先进事迹⋯⋯⋯⋯⋯⋯⋯⋯⋯⋯⋯⋯⋯

(2)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先进事迹⋯⋯⋯⋯⋯⋯⋯⋯．．．⋯⋯⋯

(3)个旧市人民检察院先进事迹⋯⋯⋯⋯⋯⋯⋯⋯⋯⋯⋯⋯⋯⋯⋯⋯

2．先进个人⋯⋯⋯⋯⋯⋯⋯⋯⋯⋯⋯⋯⋯⋯⋯⋯⋯⋯⋯⋯⋯⋯⋯⋯⋯

(1)顾士良先进事迹⋯⋯⋯⋯⋯⋯⋯⋯⋯⋯⋯⋯⋯⋯⋯⋯⋯⋯⋯⋯⋯

(2)戴天诚先进事迹⋯⋯⋯⋯⋯⋯⋯⋯⋯⋯⋯⋯⋯⋯⋯⋯⋯⋯⋯⋯⋯

(3)夏润德先进事迹⋯⋯⋯⋯⋯⋯⋯⋯⋯⋯⋯⋯⋯⋯⋯⋯⋯⋯⋯⋯⋯

(4)魏岩诺先进事迹⋯⋯⋯⋯⋯⋯⋯⋯⋯⋯⋯⋯⋯⋯⋯⋯⋯⋯⋯⋯⋯

(5)和焕章先进事迹⋯⋯⋯⋯⋯⋯⋯⋯⋯⋯⋯⋯⋯⋯⋯⋯⋯⋯⋯⋯⋯

(6)王久安先进事迹⋯⋯⋯⋯⋯⋯⋯⋯⋯⋯⋯⋯⋯⋯⋯⋯⋯⋯⋯⋯⋯

(7)熊腊安先进事迹⋯⋯⋯⋯⋯⋯⋯⋯⋯⋯⋯⋯⋯⋯⋯⋯⋯⋯⋯⋯⋯

第三节已故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正、副检察长及各分、州、

(539)

(540)

(540)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高永昌烈士生平简介⋯⋯⋯⋯⋯⋯⋯⋯⋯(557)

第七章重要报告、训令、决议、批复⋯⋯⋯⋯⋯⋯⋯⋯⋯．(561)
第一节民国时期⋯⋯⋯⋯⋯⋯⋯⋯⋯⋯⋯⋯⋯⋯⋯⋯⋯⋯⋯⋯⋯⋯⋯⋯⋯(561)

一、书记官不得兼任记者的训令⋯⋯⋯⋯⋯⋯⋯⋯⋯⋯⋯⋯⋯⋯⋯⋯⋯⋯(561)

二、对通海县知事主张刑讯的批复⋯⋯⋯⋯⋯⋯⋯⋯⋯⋯⋯⋯⋯⋯⋯⋯．．．(561)

三、云南高等法院训令⋯⋯⋯⋯⋯⋯⋯⋯⋯⋯⋯⋯⋯⋯⋯⋯⋯⋯⋯⋯⋯⋯(561)

四、云南高等法院检察处转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重要训令⋯⋯⋯(562)

一】0一
一 一⋯一～

))))))))))))))

0

0

0

O

2

4

6

6

8

0

2

3

4

5

4

4

4

4

4

4

4

4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附 录

五、．对罗光建反映绅首包庇词讼的训令⋯⋯⋯⋯⋯⋯⋯⋯一⋯⋯⋯⋯⋯⋯(564)

六、囚民马金良等人控告县长钱继昌主纵管狱苛款甚钜⋯⋯⋯⋯⋯⋯⋯⋯。(565)

七、参议员提案⋯⋯⋯⋯⋯⋯⋯⋯⋯⋯⋯⋯⋯⋯⋯⋯⋯⋯⋯⋯⋯⋯⋯⋯⋯(565)

八、昆明市参议会(公函)⋯⋯⋯⋯⋯⋯⋯⋯⋯⋯⋯⋯⋯⋯⋯⋯⋯⋯⋯⋯(566)

九、云南高等法院(公函)⋯⋯⋯⋯⋯⋯⋯⋯⋯⋯⋯⋯⋯⋯⋯⋯⋯⋯⋯⋯(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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