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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营山县人民检察院从l 9 5 5年建立至今已有3 2年。在5 0

年代至6 0年代中期，密切结合党的中心工作，运用政策法律，

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障人民民主，维护社会秩序，保卫和促进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

“左，，的思想影响，检察机关在组织、业务建设方面，也经历了一

个曲折发展过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两

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检察工作中断1 0年之久。l 9 J7 8年，新

宪法规定重新设置检察机关，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和法制建

设上拔乱反正的显著成绩。

营山县人民检察院重建以后，在中共营山县委的领导、县人大

常委会的监督和政府各部门的支持下，全面开展刑事检察、法纪检

察、经济检察、监所检察、控告申诉检察等检察业务工作，依法独

立行使检察权，充分发挥了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并不断加强自身建

设，为保卫和促进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新的形势下，强化法律监督职能，扩大检察业务范围，加速

检察队伍建设，对于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建设，显得越来越重要，检察机关面临的任务将

更加繁重。

我县的检察工作，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教训。无论是经

验，还是教训，都付出了重大代价。为了全面系统地记述建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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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人民检察工作的兴衰起伏、经验教训，我们根据上级检察院和

县志编委会的部署，本着存真求实，实事求是的精神，编写《营山

县检察志》，为加强法制建设，做好检察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和现

实依据。

值此县检察院重建1 0周年之际，这部《营山县检察志》修改

定稿，内部发行，实为不易，它凝聚了全体干警特别是编写入员的

集体智慧、辛勤劳动。1 9 8 3年6月院党组决定成立编纂领导小

组，确定4人专事采编工作，先后到县、省档案馆和有关单位查阅

档案，采访知情人员，摘抄、记录资料共4 0万余字，经过拟订纲

目，排比资料，修订纲目，编纂审改，于1 9 8 4年1 2月2 3日

写出初稿，广泛征求意见。l 9 8 8年8月又根据省检察院关于编

写检察志的要求，再次组织4人收集资料4 1万余字，调整纲目，

全面修改，在分院修志办和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帮助下，经过修

志人员的辛勤努力，写出第二次修改稿， 1 0月l 2日经院党组讨

论，送分院审查，1 1月9日至l 1日分院在营山县召开了南充地

区《营山县检察志》稿评议会，全区县、市院主编参加评议此稿，

修改后定稿。在此，我谨向给予我们指导、协助的单位和同志表示

衷心的感谢。

这部《检察志》，是在探索之中编成的，因历史资料缺乏，编

辑人员水平有限，虽几易其稿，仍难免存在错误遗漏和记述不妥之

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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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存真求实，实事求是，重点记述营山县人民

检察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史实，上溯清末，下止l 9 8 7年底。

三、本志首列概述、大事记，后按检察工作内容，以章、节、

目横排事项，纵述始末，共8章2 5节l 1目。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而以编年体为主的

方法记述。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力求简洁朴实、通俗。叙

而不论，寓褒贬于事实记述之中。

六、本志所用资料来源于本院和各级档案馆的文书档案和知情

人、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均经考订核实，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七、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发出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称谓。人名，一般直书其名，不咖褒贬之词，必要时冠以

职称职务。党派、政权直书当时代名称。地名用事件发生时的地

名，如后有变动，括注今地名。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会议名

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多次出现酌用简称。

九、清末、民国时期的检察制度和活动，由于历史原因，原有

其检察官既避籍又去世，缺乏资料，故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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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我国的检察制度和检察机构，始建于清光绪3 2年(i 9 0

5)。民国l 0年至l 8年(1 9 2 l—l 9 2 9)国民政府设司

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实行审检合署制，最高法院设检察处，其

余设检察署。民国2 6年(1 9 3 7)营山设置司法处，专管司法

事务，按照司法行政部和四川省高等法院的规定，由县长兼理检察

宫事务，参与刑事诉讼活动，但多徒其形式，遇有重大案件多由其

代理人应付。

1 9 4 9年1 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彻底摧毁旧的国家

机器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新中国的检察制

度和人民检察机关伴随着人民共和国诞生而创建。它是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家和法的原理为指针，按照工人阶级和广大

人民的意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类型的检察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

的工具之一，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1 9 4 9年1 2月l 3日营山解放到1 9 5 5年1月未建立检

察机构，反革命案件和荆事案件由县公安局承办，需逮捕的案件分

别报县、地委批准。

l 9 5 5年2月，根据1 9 5 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建立营山县人民检察院，

卣公安局副局长邓天保兼任副检察长，配备了干部，随后陆续充实

力量，建立健全制度，逐步开展i了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一般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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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受理人民来信来访等检察业务，打击敌人，保护人民。营山检

察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检察工作逐步走上正规，检察监督职能全面发挥作用的时

候，从1 9 5 7，年开始到l 9 5 9年全县开展了“反右派"、 “反

右倾，，斗争和“大跃进，，运动，发生了“左"的偏差，检察机关独

立行使检察权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公、检、法三机关分工

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均遭到了不应有的否定，被

髟唯成份论”以及“一员代三员"、 “一长代三长"(侦察员、检

察员、审判员；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的办案原则、标准

和作法代之。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开展同违法乱纪作斗争的工

作受到批判，被指责为“离开党的领导，闹独立性’’、 “矛盾对

内"．． “以监督自居"、 侈找岔子"等，削弱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

督职能，导致了人民检察工作的较大失误。

l 9 6 1年对上述错误虽有所纠正，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检察机关的职权仍未充分行使。l 9 6 2年，

检察干部减少了7人，撤销了内部机构，各项检察业务仅限制于狭

小范围内。

1 9 6 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检察机关受到冲击，县院的

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检察工作处于瘫

痪。1 9 6 8年3月县人民检察院由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实行

了军事管制。1 9 6 9年3月至1 9 7 0年1月，县院全体干部被

地区公检法军管会集中在蓬安监狱“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有

．的检察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其人身自由受到限黼。检察工作由县公

，检法军管会、县革委人保组所取代。1 9 7 2年恢复营山县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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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代行检察权。I 9 7 5年四届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规定“检察

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从此，县检察院的取消成为合

法化，检察制度一度中止。在上述时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错捕错

诉案件。

l 9 7 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了

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同年8月1日县人民检察院依法重建，根据

法律和全国第七次检察工作会议精神，迅速开展了各项检察业务，

开始行使宪法、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法律监督职能。

l 9 7 8年8月至1 9 8 0年，在恢复审查批捕、审查起诉、

出庭公诉职能，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集中力量处理人民控告申诉，

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积极参加平反纠正冤假错案，对历年来

的兔诉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为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成效。

l 9 8 1年至1 9 8 6年8月，贯彻中央召开的城市治安工作

会议、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的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

谈会议精神和《关于严厉打击荆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同公安、法

院互相配合，依靠人民群众，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集中时间，集

中精力，全力以赴，积极投入了整顿社会治安秩序、打击刹事犯罪

的斗争。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中，坚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

证据确实充分，对构成犯罪的罪犯，及时作出批准逮捕和起诉的决

定，既从快办结，又不草率从事，经过3年为期的三个战役从重从

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后，全县刑事犯罪活动有所收敛，社会治安秩

序趋于好转。

县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把全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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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研究和提出加

强经济检察工作，自觉地为经济基础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

1 9 8 1年成立经济检察股，开展同经济犯罪作斗争。l 9 8 2

年，为全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

罪活动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

的决定》，县院主动与县财贸办公室统一组织工作组，对双河区所

属财贸单位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及其规律进行调查。县委将专题调查

报告批转各区、社党委，强调加强同经济犯罪的斗争。1 9 8 5年根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在绝不放松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把加强

经济检察工作放在首位"的指示，县院采取措施，广辟案源，大力

侦办经济犯罪案件。1 9 8 6年全院集中2 8名干警查办贪污、行

贿、受贿、偷税抗税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采取抓系统、系统抓，

检察机关自侦严重经济犯罪为主的办案方法，以加快办案速度，解

央检察机关办案力量不足问题，使全县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斗争

深入开展。

建立了法纪检察机构，对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重大责任事故、

妨害邮电通讯等案件依法查处，视其情节与后果，分别依法和建议

有关部门进行了处理。积极开展了控告申诉检察工作。l 9 8 6年

实行检察长挂牌接待人民来访接待日制度，以解决群众告状难的问

题。通过调查依法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保护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和

人身权利，为其他检察业务部门提供了一批案件线索。

为加强监所检察工作，从1 9 8 1年起派了常年驻看守所检察

员，对管教、预审、看守人员执行法律的情况和监所的安全，进行

经常性检察，同时加强了就地改造罪犯的检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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