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侈繇

艘
携

?銎姆

鬻
净。
嘹

穰

蔷．浚擎
寸1’，-■i，=一(一、- ·(i’，：、，i、’二、

过皑r。函|彰一韭递I邕，鬯

鱼一



美姑县地方志丛书

美姑县检察志
1 9 5 6——1 9 9 3

美姑县人民检察院编



全院干警合影

办公地址 宿 舍



，m旨水酊套，筚餐除~婴一糨，艋赫。骝榭蓑昙『
候卓牺面一王i，州睡H。骝埘笨柱

<谗悟帮啦冥略<撩骡，啼隳伯警

巾等水酊叁，州髅H，l送H二
半镁轺谖目～



-．
‘

●
qli

_
■

耽
藕
溪

j
太

t
_

一
●
●

●
_
-●
一

1
1

；l*譬警}畚宁，，；．
咕鹌嘈粤1咩

f臀弋

l～阳．j
疆1J1-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尊添 _翼
螬≮警：

{

- |专絮

l鼍·q

i≯衅

髻亨埔；
、；埘、t，
釜爿j i

!≮

县检察院荣获上级奖旗、奖状的一部份



《美姑县检察志》编纂人员名单

j

领导小组组长 王霖生

领导小组成员 沙马夫耶子王庆一罗成铭黄仕元

郭静 钟辉黄珩

主 编 王庆一

副 主 编 罗成铭 黄仕元

资料搜集 王庆一 罗成铭黄仕元郭静

，

钟辉 黄珩

顾 问 吉布拉格杨为民

责任编辑 汪滔

封面设计 汪滔

图片摄影 杨文玉



盛世修志，是我国历史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创举。 ．

今天，我们编修的《美姑县检察志》更是一项开拓性的继往开来的大事。解

放前，美姑地区长期处于较封闭的奴隶社会形态，历来无人民的政权机构，更无

法律机构。境内交通闭塞，由彝族大小家支分割统治。在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

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保护黑彝奴隶主的尊严和自身财产不受侵犯，巩固其特

殊地位，依照等级制定了一整套习惯法规。在奴隶社会，广大奴隶群众过着衣不

蔽体，食不裹腹的悲惨生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砸碎千年铁锁链，彻底

推翻了奴隶社会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过着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

从此，美姑这块神奇古老的土地上，才有了人民检察机构。

美姑县人民检察院和洪溪县人民检察院分别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正式

建立。一九五九年两县检察院合并称美姑县人民检察院。经过了开创、合并、发

展、削弱、撤销、重建和再发展的曲折过程。美姑县人民检察院于一九七八年恢

复重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处于全面、健康发展时期。

在编纂本检察院志的过程中，以大量史料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人民检察院是法

律监督机关，它忠实于法律，忠实于人民的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忠实于自己

的职责，不徇私情、秉公执法，不畏权势，刚直不阿，是维护国家、集体和公民

利益的忠实卫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完成“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惩罚犯

罪、服务四化”的任务中，它必然发挥积极的作用。

建国以来，本院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不仅反映了我县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检

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经历的曲折复杂的过程。这些历史事实，既是历史的

见证，也是历史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探索规律，提供借鉴，起到“鉴古观

今’’“古为今用"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一定要义不容辞的为促进社

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在编写《美姑县检察志》的工作中，编纂组人员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积极

的工作热忱，多方搜集资料，精心编纂，终成此书。这部书，取材广泛，内容丰

富，立足当今，略远详近，集部门特点，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是一部符合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和促进美姑县两个文明建设的检察志。诚然，由

于初步尝试，错误难免，恳望各界人士提出宝贵意见。

《美姑县检察志》的编写，得到县志办的帮助、指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得



到历任正、副检察长及老同志的关心，支持。同时，编纂人员不辞辛苦，孜孜不

倦、扎扎实实地工作。借此，谨向编写检察志的人员，向支持和帮助编纂检察志

的部门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l
’

美姑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霖生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四Ft



凡． ’例

一，编纂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

实事求是的原则，详实记述县人民检察院工作发展过程；

二、本志篇目按“横排纵写、以类叙事"的原则，设置章、节、目，

三、本志用志、记、传、图、表、录的编纂方式，

四、本志用语文体记述；

五、本志中的夹注，一律以历史文献为准，

六、本志上限为公元1956年，下限为1993年，

七、数字、数据和纪年均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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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美姑地处凉山腹心，是彝族聚居区。解放前，长期处于较封闭的奴隶社会形

态，无统一的政权机构，更无法律机构。境内由阿侯、苏呷，恩扎、甘，乌抛、

阿尔、马、阿卓、吴奇等奴隶社会的大小家支分割统治，政治，经济．．文化非常

落后。为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他们依等级制定了习惯法，广大奴隶在

奴隶主阶级的残酷统治和压迫下，毫无人生权利，任凭奴隶主随意买卖和残杀。

奴隶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o ，

．__建县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广大彝族人民彻底推翻了奴隶社会，跨入社会主

义社会。从此，广大彝族人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1956年8月，建立美姑县人民

检察院，驻地林木甲谷，1957年1月，建立洪溪县人民检察院，驻地益果觉。从

此，境内有了法律检察机构。

两县人民检察院建立后，开展了民主改革平息叛乱、“三反、五反”和反右斗

争。在反右斗争中，检察机关的职能被批判。。1958年，将公、检、法三机关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的分工视为“三套马车，搞分散主义”。办案实行“一长代三长”

(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 “一员代三员"(公安人员、检察员、审判

员)，从调查、逮捕、起诉、判刑均由一人负责到底，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形同

虚设。j

1966年5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县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公，检、法

三机关的部分干警成立“政法兵125战斗团’’，后来因观点不一致又分裂成三个

造反组织，仍隶属“政法兵125战斗团"。

1967年1月底，公，检、法三机关的几个造反组织联合举行夺权仪式，宣布

领导交权，三家的日常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美姑县人

民武装部派出“支左，，人员进驻公检法，在“支左黟人员的统一指挥下，三机关

一致行动，拘捕了造反组织的头头。4月，被拘捕的造反组织的头头全部释放，

社会上的造反组织开始揪斗政法干警。年底， “政法兵125战斗团"宣布解散，．

另成立“在险峰黟等造反组织。公、检、法三机关局面更加混乱。

1968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美姑县人民武装部对公、检、法实行军事管制。

1969年1月30日《四川日报》发表“彻底砸烂公检法’’社论后，军管会将三

机关的部份人员集中在甲谷区苗圃办“学习班’’。’学习后，有的安排在“军管

会万工作，有的送“五七"千校学习，有的调其它单位工作9这时的检察院实际



·2· 概 述

巳不复存在。1975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

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从而在法律上取消了检察机关建制。

1978年12月j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

法》的规定，恢复重建县人民检察院。1979年3月，正式挂牌对外办公，6月成立院党

支部o

1980年1月21日，县人民检察院建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

制，在检察长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2月2日，建立院党

组，从而加强了党对检察院的领导。6月12日，检察院内设机构靠四股(科)一

室"批捕股(科)、起诉股(科)，经济检察(贪污贿赂检察)股(科)、纪律

(法纪)检察股(科)、办公室。1984年增设林业检察科。

1988年，建立税务检察室。1993年5月，建立金融检察室。

县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以来，在各项业务活动中，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深究"，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并在凉山州人民检察院

和县委的领导下，在县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下，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全面地积极地

开展了各项检察业务工作。1983年“严打”以来，加强刑事检察、反贪污贿赂、

法纪检察、控告申诉检察等工作，先后受理贪污、贿赂、法纪检察案件146件，

经初查，决定立案侦查38件46人(其中：贪污18件22人，受贿2件2人，挪用公

款6件7人，非法拘禁4件6人，其它8件9人)。侦查终结后，决定起诉20件

23人，免诉14件17人。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337100余元，受理公安机关

和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提请批准逮捕的刑事案件353件587人。经审查批准逮捕309

件495人，不批准逮捕44件73人，受理起诉318件576人，经审查决定起诉286件

458人，免诉19件36人，受理控告申诉案件474件，检察业务部门处理202件，转

有关部门处理272件。均做到“事事有交待，件件有着落”。

县人民检察院恢复后，因工作成绩显著，于1982年和1988年被四川省人民检

察院、凉山州人民检察院授予“先进集体"称号，同时被评为“县级文明单位”

1990年，被凉山州人民检察院记“集体三等功"，先后多次被评为县“先进集

体"，院党支部也多次被评为县先进党支部。

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美姑县人民检察院正充分发挥法律

赋予的检察职能，为美姑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大 ．事 记

1956年

8月1日成立美姑县人民检察院，驻地林木甲谷o

1957年

1月12日成立洪溪县人民检察院，驻地依果觉。

是月姜永福任洪溪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2月李甄夫任美姑县人民检察院疆4检察长。

是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美姑、洪溪两县人民检察院铜质圆形印章各一枚。

原木质长条印章作废。

5月美姑县人民检察院首次对看守所进行监所检察。

是月洪溪县人民检察院派员协同公安、法院，对1955年1月一一1956年10月

底的全部未决犯进行清理。

1958年

1月美姑县人民检察院开始受理控申案件。

11月美姑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甄夫划为右派，由武怀亮任副检察长o
，

． 1959年

6月美姑、洪溪两县人民检察院合并后，组建新的美姑县人民检察院，驻

地迁巴普，由武怀亮任副检察长。

1960年

11月县人民检察院派员汇同组织、人事、公安、法院进行肃反清理工作。 ，

． 1961年

9月一12月，县人民检察院同县公安，法院组成复查小组，对1661年1月一

8月的案件进行复查。 、

是年县人民检察院抽调干部投入农村整风运动和调查工作。

1962年

是年县人民检察院同县公安，法院开展全县甄别工作它



·●· 大事记

1964年

8月吉布拉格任县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

是年全院干部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五反"运动。

1965年

7月赵云歧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蒋荣华任副检察长。

1966年

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8钜

6月县检察院停止工作。

1978年

12月恢复县人民检察院。吉布拉格任检察长，姜永福任副检察长。

1979年

8月县人民检察院正式对外办公。

5月按中央(1979)45号文件精神，将原党委审批案犯，改由县人民检察院

审批o

6月县人民检察院成立党支部。

7月县人民检察院内设办公室。

12月向建中任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1980年

1月县人民检察院开始按《刑法》，《刑事诉讼法》实行法律监督。

是月21日县人民察检院成立检察委员会。

2月2日县人民检察院成立党组。

4月县人民检察院首次派员出庭公诉。

6月12日县人民检察院内设起诉股、批捕股、经济检察股，法纪检察股。

3—6月县人民检察院派员清理1956年以来的文书档案和人头档案(含洪溪

县人民检察院)，共清理1570卷。

7月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奖给县人民检察院“努力提高档案业务水平，为社

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奖状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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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县人民检察院首次办理1件法纪自侦案件(海来××玩忽职守案)。．

10月县人民检察院首次对县公安局漏捕杨××盗窃案件进行监督纠正，后起

诉到法院判刑5年。

。 1981年

2月县人民检察院首次办理公安特派员勒格××非法拘禁他人案，处理结果

免予起诉o

4月县人民检察院首次办理l件经济自侦案件(木乃××贪污案件)。

5月杨忠海．．吉布古且被评为县级机关优秀党员。 ·

12月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搿美姑县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

1982年

2月县人民检察院对黑比××破坏通讯设备进行复查纠正。

8月县人民检察院按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

定》在全县积极开展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

8月县人民检察院首次派员对黑比××故意杀人一案进行刑场监督。

lO月县人民检察院6名法警由工人转为干部。

11月县人民检察院荣获“四川省检察战线先进集体"称号，获奖旗一面。

是月县人民检察院被凉山州人民检察院评为“检察系统先进集体”，获奖

旗_面。

是月凉山州人民检察院授予县人民检察院刑检二股(起诉股)“先进集

体殄称号，获奖旗一面。

是月向建中被评为四川省检察战线先进个人，向建中、方明．．吉布古且被评

为凉山州检察战线先进个人。

1983年

8月县人民政府授予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治林，为保护森林资源作出新贡

献"，奖旗一面。

、 8月县人民检察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及省、州、县的部署，在全县开

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 ．

一

、-

1984年

1月县人民检察院内设的四个业务股合并为两仑科(开l}事检察科，法经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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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2月县人民政府授予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治林，振兴林业"奖旗一面。

是月惹吉石古、方明任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3月美姑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美姑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上匕黟
日0

4月县人民检察院设立“林业检察科’’(称第三科)。

5月县“五四三活动委员会"授予县人民检察院“美姑县第二个文明礼貌月

活动先进集体"称号。

6月杨忠海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85年

3月县人民检察院原合并的两个业务科，又分开成立审查批捕、审查起诉、

经济检察、法纪检察四个科。

4月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美姑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

是月王霖生被评为四川省“政法先进个人”。

是月王霖生、唐代树被评为凉山州“政法战线先进工作者’’。

6月县人民检察院撤销林业检察科。

12Y]凉山州人民政府授予县人民检察院"1985年护林防火先进单位二等

奖"。

1986年

4月县委、县政府授予县人民检察院"1985年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先进集

体力称号。

6月杨为民任县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 t

7月王霖生任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12月县人民政府奖给县人民检察院“房地产普查成绩显著”奖旗一面。

是月县人民检察院驾驶员，由工人待遇转为干部待遇。

1987年

3月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美姑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出"

‘

口 o

4月杨为民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loY]县人民检察院在县举办的“国庆节"男子兰球锦标赛中荣获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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