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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进一

步鸯羹强了对霹法行政工作的领导，一九七九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并决

定组建地方各级司法行政机构，从而结束了一九五九年以后二十年间国家没有司法

部的历史，也结柬了地(市)、县(区)长期没有单设司法行政部门丽与审判机关合为一

体的历史。十年来，司法行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独立于审判的司

法行政体系，建立和培养了一支能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个服务”的业务指导

思想的司法行政队伍；全面拓展了各项司法行政业务，尽力发挥了为经济建设提供各

种法律服务的保驾护航作用，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作用，法制建设的基础工作作用，

党委和政府的法律参谋助手作用，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多种职簏作用。这十

年，是司法行政机关恢复和重建后艰苦创业的十年，是开拓进取和无私奉献的十年。

《戚阳市司法行政志》浓墨重写了司法行政机关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十年历程。

同时，也简要记述了司法行政工作自清末以来的发展变化。它的问世，使我市有了闭

法行政工作的第一部专监志书；为我们提供了全市的法翩宣传工俸、普及法律常识工

作、公证工作、律师工作、民间纠纷调解工作、乡镇法律服务工作、法学教育和司法干

部培训等方面的丰富赘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秘发挥司法行政机关“多功熊、多兵种"

的作用，不断完善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工作体系，当会有所裨

益。

编写这本志书，是一九八七年开始的，历时四年多。董志辉、任彩霞、姚高茂等闷

志先后承担了一些实际工作。万金茂同志出任顾问，参加了领导工作。主编王辽来同

志，扶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开始，集中时间，调奄考证，翻闳档案，收抄资料，精心纂写，

很快打开了编志工作新局面。在肩挑秘书科长和专业志主编两副重担情况下，文出一

入，数易其稿，积两年之功，书志十多万字，其奉献精神尤为可贵。

衷心期望读者、专家和老司法、老同志对《咸阳市司法行政志》多加指正，以便增

补、修订和完善。福信随着时闻的推移帮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一定会在本志的基勰

上续写出更加宏伟的篇章。

左华茂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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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秉笔直书，如实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

二、本志上限始于1906年9月，下限至1990年12月。

三、本志以章、节排列，共分6章2l节。由记、述、志、表、录等体组成。编纂以编

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横为主。

四、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重在记述，叙而不论，以类系事，以事系人。记述

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注意突出司法行政工作特点。

五、本志涉及到的单位、部门、地域均沿用当时名称。

六、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我国传统的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的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七、市司法局并各科室和县(区)司法局、公证处、律师事务所的领导，及被评为市

以上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列名表入志。

八、本志所用数字均以咸阳市司法局统计报表和有关文件、材料为准。

九、咸阳司法行政机关建立前的公证、律师工作略写于机构与队伍建设一章中。

十、考虑到我国司法行政与审判分立时间较短，为了使读者对司法行政机构和工

作发展的全貌有个梗概了解，故将全国、全省范围内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大事也略记

于本志中。

十一、考虑到有些方面对司法行政工作还较陌生的现状，本志对其性质、职能、地

位等有关问题作了必要的说明和解释。



概 述

中国历朝历代，没有独立的司法行政机关。直至清朝末期(1906年)，清朝政府推

行官制改革，改刑部为法部，专司司法行政，从而使司法行政机构与审判机关得以分

立。但在地方还是依然如故。从民国二十年(1931)、二十九年(1940)开始，咸阳、三原

两县分别就有开业律师活动。民国三十年(1941)5月1日，咸阳县成立了公证处。由

于那时的律师、公证人员是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和支持，因而事业不景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咸阳市和乾县、三原、兴平三县成立了法律顾

问处，并在法院设立公证室办理公证事项。到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争开始后，均停

止活动。1959年7月，陕西省司法厅被撤销，咸阳各公证室、法律顾问处也随之夭折，

司法行政工作又由法院结合审判工作而进行。

从五十年代起。各人民法院就利用就地审判、公开宣判、讲话、出板报等方式，开

展了镇压反革命、禁烟禁毒，保护生产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法令和《土地改革法》的宣

传。1959年‘!国庆节”前后，各人民法院配合“特赦”工作，广泛宣传了特赦的必要性和

重大意义。1960年后的法制宣传是以“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中心，结合各

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而进行”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法制宣传工作处于停顿状

态。1973年后，随着各人民法院的恢复，法制宣传工作又开展了起来。自1978年12

月起，咸阳地区普遍地开展了“婚烟问题的宣传月”活动。

调解在我国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周王朝在六官的“地官”中，专门设置了“掌司万

民之难而谐和之”的“调人”。清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咨议局呈请朝庭在城镇乡自

治会附设“息讼所”。民国十九年(1930)，中华民国政府规定，在区公所和乡公所分设

两级调解委员会，从民国三十年(1941)开始，咸阳、兴平、武功、泾阳、三原等县均进行

了试办。但“推行数载成效未著”。

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最早出现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人民调解工作由人民法院管理指导，咸阳地区各县市的很多区乡建立了

调解委员会，调解了不少民间纠纷。1954年3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

《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使人民调解工作步入了法制轨道。根据《通则》规

定，咸阳地区各县、市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人民调解组织。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把

调解委员会合并于民政委员会。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又将治安委员会与调解委员

会合并，名为“治安调解委员会”。1962年10月，第六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讨论通过

的《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试行办法(草案)》规定：人民公社是两级的，调解委员会

设在公社，生产队设调解员；人民公社是三级的，调解委员会设在大队，生产队设调解



员。“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调解被视为“搞阶级调和”，其组织和工作普遍处于瘫痪状

况。1973年8月随着咸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恢复建立，人民调解工作又得到了恢

复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1979年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届十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司法部。1980年11月25日，根据咸

阳地区行政公署《关于建立地、县司法机构的通知》，成立了咸阳地区司法局。到1981

年6月底，咸阳地区所辖的14个县(市)的司法局全部建立，同年底，各县(市)公证

处、法律顾问处也相继建立。咸阳地区从此有了自己独立的司法行政机构，司法行政

工作也揭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司法行政机关创建初期，条件十分艰苦。部分司法局、多数公证处、法律顾问处在

无办公场所的情况下就开始办公了。而且司法行政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既无前人的

经验可以借鉴，又无现成的样板可以仿效，可谓是困难重重，然而，同志们硬是横下一

条心，艰苦创业，埋头苦干，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条件，打开了工作局面。

十年来，咸阳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努力“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

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建设服务，为方便人民群众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服务”，以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中心，

求实创新，开拓进取，充分发挥了职能作用，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支持下，全市两级司法局机关干部职工由1981年的70

人发展到1989年的229人；专职律师人员由20人发展到92人，公证人员由18人发

展到81人；乡镇街道专职司法助理员由32人发展到194人。有41．7％的人参加了

各级举办的法律专业培训，政治、业务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从1981年始，刚刚建立的咸阳司法行政机关就大力开展了对《刑事诉讼法》的宣

传，并精心抓了法制宣传队伍的建设，到1982年底，在全市建立起了一支近二千人的

法制宣传队伍。1983年，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开始后，市“严打”指挥部

宣传办公室设在司法局，各司法行政机关紧密围绕“严打”斗争，采取多种形式，大张

旗鼓的在城乡广泛开展了法制宣传活动，使“严打"斗争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意义家喻

户晓，人人皆知，1985年后，根据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

普及法律常识的规划，开展了向全市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教育活动。经五年艰苦

工作，组织285．5万多人学完了《九法一条例》等应普及的内容，使全市公民普遍受到

了一次空前的法制教育，推动了全市依法治理工作。
’

人民调解工作在原有基础上着重抓了调解组织的建立、健全工作。在(公社)乡、

镇、街道办事处设调解领导小组，在(大队)村、居委会、厂矿设调解委员会，在(小队)

组、车间设调解员。1982年冬到1983年春，有针对性地对调解组织普遍进行了一次

整顿。1984年，在调解组织中开展了“四查四看一评比"活动，同时推行了承包责任制

和岗位责任制，促进了调解工作“组织、制度、工作、报酬”四落实。各级人民调解组织
·3·



和广大调解人员坚决贯彻“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调解工作方针，以防止纠纷激化为

重点，为民排难解忧，每年调解四、五万起各类民间纠纷，真正起到了政法工作第一道

防线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在咸阳应运而生，到

1989年底全市已建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站)132个，有工作人员366名。各乡镇、

街道法律服务人员积极开展法律顾问、法律咨询、代写法律事务文书、民事诉讼、非诉

讼调解和仲裁等活动，方便了群众，使司法行政工作真正延伸到了基层。

1980年2月，司法部发出《关于逐步恢复国内公证业务的通知》，有力地推进了

公证工作。到1981年底，咸阳地区所辖的14个县市均建立起了公证处。起始主要办

理民事权利义务方面的公证。1984年后，公证业务的重点转向了经济合同公证，公证

人员走出机关，深入基层，服务到户，注重质量，积极为经济建设服务。1988年后，又

开展了学习“围场经验”的活动，公证工作主要面向广大农村，全市办证数由1981年

的62件发展到1989年的23719件(其中涉外公证130件)。为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

贡献。

l 980年8月《律师暂行条例》颁布，使律师组织和业务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

1981年底，咸阳地区各县市均建立了法律顾问处，经司法行政机关考核、考试和审

批，很快形成了一支以专职律师为主，兼职和特邀律师为辅的律师队伍。律师开业初

期，主要以刑事辩护为主开展活动。1984年后，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律师业务范

围逐步扩大，以法律顾问为重点的各项业务发展很快。1989年全市律师承担刑事辩

护755件；民事代理1353件；解答法律询问10590人(次)；代写法律事务文书2326

件；非诉讼调解1ll件；法律顾问329家；为振兴成阳经济做出了贡献。

十年来，咸阳市司法行政战线涌现出了很多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兴平县、彬县、

长武县司法局，秦都区、彬县公证处，长武县律师事务所、兴平县第二律师事务所等单

位多次被县、市、省乃至全国评为先进集体，授予文明单位。张奉玺先后被省委、省政

府授予“模范调解工作者”、“人民卫士”、“模范离休干部”等称号和“老有所为”精英

奖，享受省级劳模待遇，并被司法部树为全国先进调解工作者。范立新多次被县、市评

为先进工作者和模范党员，省司法厅给其荣记二等功一次，并先后被授于陕西省和全

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称号。鹿淑谦作为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首届司法行政系

统“双先”表彰大会。当然他们仅仅是咸阳司法行政系统的少数几个先进代表，而更多

的则是兢兢业业地战斗在这条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纵观司法行政机构沿革，它是与民主和法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随着民主与法

制的兴而昌，衰而亡。横看司法行政工作，只要它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

业务就兴，不断开拓进取就兴，保证服务质量就兴，方便群众就兴，反之则衰。



大 事 记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9月，司法行政机关与审判机关分立。

民国二十年(1931)郝兆先在咸阳县执行律师业务。

民国三十年(1941)5月1日，咸阳县公证处成立。

民国三十四年(1945)3月1日止，咸阳县所辖11个乡镇均成立了调解委员会。

1949年5月18日咸阳解放，建立县政权。

1954年5月15日咸阳市人民法院设立公证室开始试办公证。

1957年7月17日陕西省司法厅批复咸阳市人民法院，同意成立咸阳法律颐问

处。

1959年6月26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通知：关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

行政科，掌管关中地区直属县(市)人民法院司法行政工作。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关中中级人民法院瘫痪，司法行政工作无

法进行。

1979年

7月9日咸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行政科。

10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建立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的通知。

1980年

11月3日万金茂任咸阳地区司法局局长，赵保华任副局长。

11月25日成阳地区司法局成立，12月25日正式启印，对外办公。

1981年

3月16日在地区党校举办第一期司法、检察干部培训班，为期四个月，有44人

参加了学习。

3月17日召开全区第一次司法局长座谈会。

5月20日召开全区第一次公证工作座谈会，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

例》，研究安排当前工作。

11月6日开始公开招聘律师，至1982年3月18日结束。

12月8日召开全区第一次人民调解工作会议，讨论部署当年任务。

1982年

2月23日全区第一次法制宣传工作会议在咸阳召开，传达贯彻省法制宣传工作

座谈会精神。

2月在陕西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政法战线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上，兴平县赵村公社前进大队调委会主任张奉玺、高陵县司法局干部万瑞轩被授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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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工作者，周至县公证处、西北国棉一厂调解委员会、户县牛东公社骞王大队调解委

员会被授予先进集体；长武县法律顾问处孟开宇、三原县西阳公社西北大队调委会主

任黄汝明、淳化县司法局干部赵平江、乾县法律顾问处张建采，礼泉县司法局副局长

杨骧被授予先进工作者。

5月28日陕西省司法局批准了咸阳地区第一批律师资格，共16人。

5月28日赵生华任地区司法局副局长。

7月13日在户县召开法制宣传工作现场会，对其举办图片展览开展法制宣传的

经验进行推广。

8月6日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将司法厅(局)主管的审批人民法庭的设置

等有关司法行政工作事项，移交给人民法院。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咸阳地区司法局党组成立。

1983年

8月17日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斗争第一战役第一仗在全区展开，各司法行政

机关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宣传。

9月22日市司法局制定出《咸阳市及所属县、区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任务职责

及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的意见》。

1984年

3月21日召开全区第四次公证工作座谈会，确定以经济合同为重点开展公证业
务。

5月11日咸阳地区进行机构改革，咸阳地区司法局改名咸阳市司法局，万金茂

任局长，赵生华、王秀英任副局长。

5月15日在兴平国营408厂召开全区第一次地属以上厂矿企业调解工作座谈

会议。

6月1日咸阳市司法局启用新印章。

7月1日咸阳市第一个不占国家编制，不要财政开支、自收自支的秦都区第二律

师事务所成立。

7月20日在三原县召开人民调解工作“四查四看”现场会。

8月4日咸阳市编制委员会通知：同意成立咸阳市政法干部学校，属科级事业单

位，编制15人。

9月由咸阳市司法局主办的《咸阳法制》报试刊。

12月21日召开市法制宣传工作经验交流会。

12月第一个乡镇法律服务机构——武功镇法律服务站建立。

1985年

1月4日根据省上要求，成立陕西省政法干部业余自修大学咸阳分校。

1月10日局机关搬入渭阳西路54号新办公楼。

3月3日咸阳市律师事务所和市公证处成立，县级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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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咸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法

制宣传、普及法律常识的决定》。

6月25日咸阳市人民政府转发市司法局《关于在乡镇、街道和大中型企业中建

立法律服务机构的报告》。

9月4日召开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研究开展五年普法工作。

lO月3日市司法局和市劳人局联合发出《关于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招收录用合

同制干部和辅助工作人员的通知》。经全省统一考试，全市共录用合同制干部18人，

辅助工作人员28名。

10月5日中共咸阳市委办公室转发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关于用五年时间在

全市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规划意见》和《一九八五年下半年至一九八六年普法

教育实施安排意见》。

11月29日在铁道部咸阳建厂局子校进行全省第一次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全市

有151人参加。

12月26日秦都区第二律师事务所律师鹿淑谦作为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在北京

召开的“全国司法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12月26日兴平县赵村乡前进村调委会主任张奉玺作为全国先进调解工作者，

出席了“全国第二次人民调解工作会议”。

1986年

4月11日召开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秦都区公证

处等3个先进集体和王定国等33名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奖励。

4月23日市普法办公室对市直机关干部、职工进行了第一次普法考试。

5月8日市普法办公室召开各县区普法办主任会议。

5月17日一19日召开市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会议。有26个

先进集体和34名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奖励。

5月下旬在《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和中央电视台专题部联合举办的1986年法律

知识竞赛中，市司法局公律科副科长何开文到中央电视台大演播厅参加决赛，取得第

四名，获一等奖。

9月27日在西北国棉一厂职工夜校，进行全国第一次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全市

有69人参加。

12月31日咸阳市普及法律常识领导小组成立。

1987年

3月1日全市涉外公证由秦都区公证处移交市公证处办理。

5月4日彬县司法局、秦都区公证处被省司法厅评为文明单位。

9月5日市司法局发出通知，在全市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开展“五查五看”活动。

9月27日在普遍整顿的基础上，经审查批准给全市符合条件的专职、兼职、特邀

律师换发了工作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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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月27日陕西省政法委员会通知：张奉玺同志享受省级劳模待遇。

12月5日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命名长武县律师事务所主任范立新为省劳动模

范。

1988年

2月26日成立市律师专业职务评聘工作领导小组，开始了律师职务评聘工作，

到六月结束。

3月16日长武县律师事务所律师应聘担任县政府法律顾问。

3月18日左华茂任咸阳市司法局局长。

4月12日陕西省编制委员会、劳动人事厅、财政厅、司法厅发出《关于下达全省

司法行政系统编制方案的通知》。下达咸阳市编制合计546名，(县区470名，其中机

关216名；公证73名；律师79名；司法助理员166名)。市直76名，(行政机关，11名；

公证8名；律师15名；干训班12名。)

4月29日市委宣传部、经济部、市经委、市司法局联合召开企业法制宣传工作会

议，部署开展法律常识教育。

7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会上，

咸阳市三原县独李乡小村郭调委会被评为先进集体；被评为先进个人的是：长武县马

寨乡司家河村调委会主任剡拴元(二等奖)，秦都区渭滨乡两寺渡中村调委会主任冯

兆华(三等奖)。

7月18日在市委党校培训专职司法助理员一期，一个月时间，71人参加了学习。

9月6日--7日省司法厅召开全省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

会。咸阳市有3个调委会和9名个人受到表彰。

9月9日全市各公证处开始开展学习“围场经验’’的活动，把公证业务向农村拓

展，为农业生产服务。

10月1日根据市一届人大常委会二十六次会议《关于认真开展执法检查的决

定》开始进行以《十法三条例》为内容，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为重点的执法检查。办

公室设在司法局。主要任务是：组织协调，检查督促，反映情况。此项工作于1989年

元月结束。

1989年

3月21日一22日召开公证工作座谈会。

4月8日市司法局与市委宣传部联合发出《关于在党政机关干部中开展与治理

整顿有关的法律法规学习教育的意见》。

5月5日中共咸阳市委、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表彰一九八八年目标管理责任制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通知》。市司法局为良好单位，获二等奖。

5月9日在彬县召开个体工商户普法现场经验交流会。

5月12日省司法厅党组决定：授予兴平县司法局、彬县公证处、长武县律师事务

所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度全省司法行政系统文明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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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司法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信息工作会议。市司法局秘书科

科长王辽来被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优秀信息员，受到表彰奖励。

6月15日根据省司法厅通知，市司法局开始进行核发律师工作执照和律师(特

邀)工作证的工作。

8月22日市司法局分别于8月22日和10月23日发文批准130名同志为“乡镇

法律工作者”，并发给了“乡镇法律工作者证”。

8月24日在旬邑县召开公证工作现场会。

10月9日市司法局与市委组织部、市劳人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司法行政机关

领导干部考核管理工作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

10月23日受省司法厅委托，在泾阳县招待所举办“陕西省司法厅司法助理员培

训班"一期，一个月时间，参训120人(咸阳市70人)。

11月25日市司法局发出“关于开展扫除六害法制宣传的意见”。

12月13日兴平县西吴乡司法所建立。

1990年

3月1日省司法厅副厅长苏丁贤等来咸阳，同西北国棉一厂、二厂、七厂及省纺

织器材厂、省建十一公司、秦岭电器公司等企业领导，座谈如何加强厂矿企业人民调

解工作和法律服务工作。

4月15日全国第三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咸阳市普及法律常识

办公室、咸阳市妇女联合会、国营西北第一棉纺织厂被评为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先进单

位，兴平县司法局局长祝培良、咸阳市委宣传部科长尚肖峰被评为先进个人。

5月6日陕西省司法厅组织在西安市进行全国公证员资格考试，咸阳市参考45

人，合格42人。

5月17日中共成阳市委纪律检察委员会通报表彰兴平县司法局廉政事迹。

7月28日中共咸阳市司法局党组成立。

9月15日咸阳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表彰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

决定》。表彰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15个，先进个人55人。

10月19王凤勋任咸阳市律师事务所主任(副县级)。

10月29日刘保明任咸阳市司法局副局长。

11月3 El全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咸阳市司法局等23个单位

被评为全省普及法律常识先进集体，王秀英等18人被评为先进个人。

12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司法行政系统第二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

会上，兴平县司法局被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长武县司法局局长范立新出

席会议并被授予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12月21日一23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咸阳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会期三天，

总结“一五”普法表彰先进，安排部署“二五”普法。



第一章机构与队伍建设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司法行政机关与审判机关合为一体，自清末始渐分离，但时建

时合时撤，而且在职能上也多有变化。

1906年，清政府为了配合“宪政’’实行官制改革，开始采用资产阶级国家行政权

与司法权分立的原则。9月发布上谕：“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

理院，专掌审判"。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当时中华

民国鄂军政府就建立了司法部，以后的民国中央政府均设有司法部或司法行政部。

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1月1日，实行新司法制度，“改正法院名称，采用二级二

审制，司法机关应废止沿用行政厅名，改称法院”。民国三十年(1941)3月1日，咸阳

地方法院成立，金锡霖任院长。8月25日，民国政府修正公布《司法院组织法》，规定

司法院下设司法行政部。民国三十二年(1943)2月13日修正公布《司法行政部组织

法》，第一条规定：“司法行政部管理全国司法行政业务”。在地方，司法行政业务仍由

法院管理。

人民司法制度的建立，早在解放区的工农民主政权时期(1931年)，就出现了。

1949年5月18日咸阳解放，县政权建立，随之设立咸阳县人民法院。1949年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1日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1954年改称中华

人民共和国司法部)。1950年3月，西北军政委员会设立司法部。1952年12月15日

咸阳市成立，同时成立咸阳市人民法院。1953年3月2日西北司法部撤销，所有司法

行政与审判工作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领导。1954年8月3日司法部发出

“关于各省与中央直辖市审判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分立问题的意见’’。1955年2月1

日，陕西省司法厅建立，西安市也于7月5日成立了司法局。咸阳市、县司法行政工作

从1956年1月1日起划归西安市司法局管理，现咸阳市所辖的其他各县的司法行政

工作分别由宝鸡、渭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管理。1958年3月11日，撤销宝鸡、渭南两

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关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现成阳市所辖各县区的司法行政

工作直接归陕西省司法厅管理。1959年6月24日，关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

行政科，掌管关中地区直属县(市)司法行政工作，1959年7月24日，陕西省司法厅

被撤销，司法行政工作交由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管理，省高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行政

处，具体办理有关工作。1961年4月26日，省高级人民法院通知，撤销关中地区人民

法院，成立宝鸡、咸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5月1日开始办公。1964年5月26日，

咸阳行署编制委员会同意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行政科，管理所辖市、县的司法行政

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砸烂公、检、法。1973年8月10日，恢复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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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并于1979年7月9日设司法行政科。1979年9月13日，第五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10

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建立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的通知》，全国各级

地方司法行政机关逐步建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司法行政体系。

第一节司法局

司法局是同级人民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是国家的执法机关之一，是我国司法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

一、地、市司法局

1980年11月25日，根据咸阳地区行政公署《关于建立地、县司法行政机构的通

知》，建立咸阳地区司法局，12月25日正式对外启印办公。1984年调整行政区划，将

咸阳地区变更为咸阳市，咸阳地区司法局更名为咸阳市司法局。

1981年7月17日，咸阳地区人事局批复，同意司法局设立办公室、政工科、法院

科、公证律师科。1982年2月4日增设法制宣传科。1986年6月将办公室改名为秘

书科，法院科改名为调解科，同时增设劳改科。1986年，1月28日成立《咸阳法制报》

编辑室，为科级事业单位。1987年7月1日将劳改科撤销，设立教育科。1989年8月

11日成立监察室。1990年9月27日将调解科改名为基层工作科。

地区司法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领导、管理地区政法干部训练班，负责培训基层法院、检察院的助审员、助检

员、以及法律顾问处、公证处的工作人员；

(二)管理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人员编置、物资装备和司法统计；

(三)协助人民法院建立与健全各项审判制度；

(四)负责助理审判员的审批和本系统干部的管理；

(五)组织、管理公证、律师工作；

(六)组织开展法制宣传工作；

(七)领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司法助理员的工作；

(八)检查指导县、市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协助党委管理司法行政干部和律师、

公证人员。

1982年8月6日，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通知，将“司法厅(局)主管的

审批人民法庭的设置，变更、撤销和报批人民法庭的设置、办公机构、人员编制、任免

助理审判员以及管理人民法院的物资装备(如囚车、枪枝、司法人员的服装等)、司法

业务费等有关司法行政工作事项"移交给人民法院。



咸阳市司法局历任领导人名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万金茂 局长 1980年11月3 Et～1988年3月18日

巡视员 1988年3月18日～1990年12月16日

赵保华 副局长 1980年11月3日～1984年5月11日

赵生华 副局长 1982年5月28日～

王秀英 副局长 198,1年5月11日～

左华茂 局长 1988年3月18日～

刘保明 副局长 1990年10月29日～

咸阳市司法局各科室负责人名表

科室名称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政工科 符同斌 科长 1981．7．2l～1983

王凤勋 副科长 1982．11．19～198／1．7．5

王定国 科长 1984．7．5～

穆生辉 副科长 1985．2．13～1987．8．4

秘书科(办公室) 姚振才 副主任 1981．7．2l～1984．5．11

王辽来 副科长 1984。7．5～1986．3．20

科长 198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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