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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当我上任检察长不足一年之际．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检察官法》的颁布

实施，标志着检察工作纳入了法制建设轨道，它是检察事业更新发

展的里程碑。回首往事。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检察机关被砸烂，检

察队伍被解散．而今《检察官法》已成为检察官队伍的卫士。极大

地激发了检察干警，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时期的检察官为检察事

业奋斗的决心。历史的检察是现实检察的基石。鉴今宜鉴古，无古

不成令。怎样才能全面系统反映宜丰检察事业的光辉发展历史，总

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学习贯彻落实《检察官法》，使干警了

解昨天，把握今天j再造宜丰检察事业辉煌的明天。我便萌发了编

修《检察志》的念头。 、

‘’ ”

我在石市任党委书记时，曾主持编修《石市乡志》。后来，t不

少乡镇和县直单位，也陆续编纂出版了志书。这说明，盛世修志。

志者皆然。我也深深体会到，修志是服务当代，有益后代，承上启

下，继往开来的一项伟大事业。修一部志，工作难度不亚于建一座

楼房，它是一项意义重大深远的文化建设工程。

我过去是从事行政，党务工作。当检察长，干检察工作，尤如

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对检察业务十分陌生。为了很快熟悉业务．进

入角色，不负众望t总想借阅一本《县检察志》，当我的老师、参

谋。可是，本县没有，附近的县出版的也无，看来，《县检察志》还

是一块长满杂草的荒地。求人不如求已，我向党组会议提出了编辑

《宜丰检察志》的设想，通过会议民主讨论作出了决定，成立编辑

机构，聘请了县史志办同志作指导．很快进入了实施操作过程。

．《宜丰检察志》记述了宜丰检察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重点

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宜丰检察工作的成就和昔日检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干警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为宜丰的检察事业和为之奋斗的

检察干警，耸起了一块名垂千古的丰碑。本志为今天、明天、后天

的宜丰检察干警。提供了一部凝聚着浓重乡土气息的工具书、教科

书。一志在案，开卷有益，工作得到启迪，思想受到熏陶，使优良

健康传统，发扬光大，代代流传。也为我的同仁，提供有益的借鉴。

为社会各界有关人士，提供一本难得的读物。
‘ 在《宜丰检察志》出版之际，让我代表院党组、院检察委员会，

向为宜丰检察事业，洒下了热血和汗水。作出了贡献的全县检察干

警，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为本志编纂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同志，

表示衷心的感谢!

． 书是知识的载体，一本好书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精神财富

和物质财富。《宜丰检察志》，虽然本着外行看得懂、内行阅有益的

思路，从结构到内容进行了认真策划(有志的体例，又不完全受志

体的约束)，成稿后又从头到尾审读了一遍，最终还是感到有一定

的局限性。作为一本县级《检察志》，在志书百花园中是不足一提

的，充其量是个“小不点”。然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检

察官的我，有幸主编此志。特别是能得到这么多领导同志的题词，

给予支持和鼓励，我感到无比高兴，诚心感谢各位领导对检察工作

的关心和爱护。． ，

我希望本志的刊印发行，能对读者有所启迪，有所帮助，能对

检察事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邹岳明

一九九六年十月



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关于建设特色的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宜丰检察事业发展的历史和

现状，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宜丰检察事业的发展和成

就。

2．本志贯串古今，详今明古，上限不定，下迄1995年。少数

资料(如人事等)到落笔为止。

3．本志采用章节体结构，少数节设子目。全志共13章48节。

另有概况、大事记、附录，不设章节。

4．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辅以图、表．照片。概述总缆全局，

有叙有议。有些章节略有说明，使内行看得明，外行看得懂。

5．本志记述的人物，检察官简介收录的是《检察官法》颁布前

的检察员和《检察官法》颁布后的检察官和干警的一些基本情况；

先进个人记述本院干警荣获宜春检察分院以上先进工作者(以文

件和证书为准)。余者皆不收录。

6．机关名称的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高

检院、最高检察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简称省院、省检察院；宜春

地区人民检察分院简称宜春分院；宜丰县人民检察院简称县院、县

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简称最高法院；江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简称省法院；宜春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地区法院；宜丰

县人民法院简称县法院。 ，
．

7．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

纪年。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革命斗争活动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的各项检察工作，一律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简称新中国建立． ．

8．全志资料，录用省、地、县，院档案资料和本院各科室提供

的有关资料，及本县组织．公安、法院等部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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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宜丰的检察工作始于宋朝，真正全面开展检察业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设置了独立的检察机构，建立了一支精干的检察队伍。全面履行了法

律监督职能，成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 。
‘ _

、，

。

· 宜丰县始建于三国吴大帝黄武年问(222～229)，宋太平兴国六年(981)

改宜车县为新昌县．民国3年(1914)复名宜车县． 。’

‘

t

。 宋太平兴国六年复新昌县后，设县令一员，总治民政权，课农桑，平决狱

诉．宋绍兴年问(1131"-'1162)，设县巡检司，下置大姑岭巡检司．元大德二

年(1298)，设黄岗巡检司于芳塘(今芳溪)．明万历年问(1573"--,1620)，设

定江巡检司于黄岗石下．备巡检员2员。一驻大姑蛉，一驻黄岗．清代历任大

姑岭巡检司巡检可考者有裴纯臣(宜兴人)等58名，历任黄岗巡检司巡检可

考者有赵文焕(麻城人)等43人．其职责是主缉捕盗，盘诘奸伪，稍涉诉讼．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大理寺为大理院．大理院以下各级审判厅局．均

设检察局，各设有检察员，对刑事有提起诉讼之责．对审判有监视判决后正当

进行之权．当年，本县设巡警官．案件由巡警官侦查，交知县审查。清宣统一

年(1909)。各级审判衙门配置检察厅，检察官。有搜查处分，提起公诉职权．

当年，江西省开始筹建部分地区的审判厅和检察厅．本县未设专门检察机构，

未备检察人员．．
‘

．

r-民国初期，援用清末司法制度和检察制度。民国1年(1912)8月，成立

宜丰县司法公署，专管审检事宜．， ， ÷

‘
．

： 民国3年(1914)4月，公布《县知事兼理司法暂行条例》，其规定；未

设法院之县司法事务，由知事审理，设承审员助理，管理民刑诉讼第一审．宜

丰县未设法院，司法事务均由县知事兼理。民国3～15年(1914～1926)，兼

理过司法事务的宜丰县知事有刘均俸，左思寅、鲁仁．林柄华、张自自，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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