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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遵循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窜、法规，运用翔实的资料，求实存

真的原则，全面、客观、真实地记述检察机关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把人民

检察志续修成一部新方志，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二、本志以法律监督职能立志，按监督职能分工，依照职能组成章节，

先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后按侦查监督、公诉、反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检

察、监所检察、民事行政检察、控告申诉检察、检察技术等职能分类。首列

概述、大事记，综合反映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大事、要事，篇末设附录。

三、在续编中，按篇、章、节、目为层次，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

横为主。

四、以文字记述为主，兼有表册，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简化文字按

现行使用为准。

五、本志上限追述到1．986年，个别记述略有延伸，下限写至2005年

止。

六、所用数字、统计表、发文号码、年号和文序用阿拉伯数字，其余

一律用汉字。

七、有关单位的简称，第一次写全称，如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高检

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简称“省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内江分院简称“内

江分院”。四川省资阳市人民检察院简称“资阳市院”。乐至县人民检察院简

称“该院”，乐至县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简称“反贪局”(内设职能机构

亦同)。



序

续编《乐至县检察志》，是全面系统记叙l 986年至2005年乐

至检察工作概况，收集整理检察历史资料，汇编成书，从中探索

规律，提供历史借鉴，如实展示了乐至检察二十年的变化过程，

使乐至检察工作更好地为乐至经济建设服务，为检察官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提供精神支持。

续编《乐至检察志》工作，院党组根据乐至县县志办的部署，

高度重视，成立以检察长力组长的续编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抽调

专门力量，从2005年8月起，先后查阅相关档案2l44卷，采访

相关人员3 1人，于2006年8月完成初稿，经过审核修稿，年内

正式出版。

在具体工作中，续编人员从搜集资料，查阅档案，多次修稿，

历时一年多的艰苦劳动。对关心续编工作，为续编检察志提供资

料和建言的同志，以及参与此项工作的领导和同志表示诚挚谢意：

续编《乐至县检察志》，忠于历史，但毕竟二十年的漫长岁月，

检察历史资料不尽全面，难免有失误，在剪辑编排中，编者虽然

下了很多功夫，但由于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编者

2006年l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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