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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与司法行政机构，从民国5年

(1916年)起才初步形成。新中国建立后广大司法
。

及司法行政工作者们；在党的领导下为了尽快地 ：

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促进民族繁荣，更好地发挥司

法行政职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他们 t

经历了无数艰辛和曲折，终于使司法行政工作逐 ，．

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但是迄今尚未能有一部峨 一

山县专门的司法行政志书。
’

7

；．‘时值举国上下人心安定，为我们创造了盛世
⋯

}

修志的环境。在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指
”

导和帮助下，各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经过编写 t，

工作人员的勤奋努力，集思广益，精心撰写，《峨山 _

彝族自治县司法志》终于问世了。该志以马列主‘ ，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着详今略古、存

真求实的原则，广泛搜集资料，反复核实，力求做

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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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峨山彝族自治县司法志》用翔实的资

料、客观真实地记述了峨山司法行政工作兴衰起

伏的曲折发展历程，实为峨山司法行政工作战线

上的一份宝贵资料。对今后峨山司法行政工作的

发展，将会充分发挥重要的借鉴和推动作用。该志

值得全县司法、司法宣传、公证、律师、法律服务、

调解工作者和关心其工作的同志们鉴赏，达到以

史为鉴、继往开来、同心同德地把峨山司法行政工

作搞得更好之目的。√，； ⋯．：．、．-，+‘．√⋯‘一

方荣奉 一．；：

1992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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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自古有之。旨在鉴往、启后、资治、

存史。新中国的诞生，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进入了一

个黄金时代，民、财、建、教、立法、司法乃地方政权

：．之脊，《峨山彝族自治县司法志》应运而生，可喜可

‘贺。． 。， ‘，

。

《峨山彝族自治县司法志》分“序言，凡例，概

述，大事记和组织机构，宣传教育，公证，律师，基

层服务，司法队伍，设备与经费"等七章二十一节，

八万余字。编纂人就材编写，第一、二、五章写得较

详，第三、四、六、七章因工作开展较晚故篇幅简

短。本志具有记事多，有据考，跨时长，详略得当之

特点。读后可从中全面了解我县司法行政工作的

·概貌，知晓它走过了一段蹉跎的岁月。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为司法行政工作开创了新局面，建立健

全相应机构，拓宽业务领域，正可谓日臻完善。以‘

史为鉴，继往开来。本志问世，将能让读者知晓司

4法行政工作，并支持我县司法行政人员为巩固人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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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主政秘√保持长治久安、加强民主和法制、推 I
’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且为方便公民维护合法 i
权益服务，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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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喜贺本志问世之日，还应敬谢各级颔导的热， 卜

忱关心，各兄蹈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编纂人员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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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党的四项毽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峨山
“

县司法行政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

～．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限时间从存资料时写

j．j ；起，即民国5年(1916年)；下限时间则一律断至
卜。 、’1989年底止。 一．”

··

‘

一，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附录几种表达

形式，志为主体。志文结构分为章、节，横排纵写，

分类记述。 ”．
：

v| 四、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做到言有据，事有

-

‘

证，力求言简朴实。
，

，

¨

．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的记述方法。
⋯

，、’ 六、本志数据、数字使用阿拉伯字，历史纪年

．。加注公元纪年号；地理名称依当时的沿用；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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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按当时的规定记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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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对事物的称谓，采取首次出现用全。
称，再次出现用简称的方法’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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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刑事案件，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公证、
． 律师、民间调解和法制宣传教育等的司法行政业

务，虽有民国政府的法律、章程规定，但峨山并未

开展。。
。

，。 一，。
”

1949年1O月24日，峨山县临时人民政府宣

告成立，彻底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新的人民政府

‘’取代了旧的民国政府。1950年6月，峨山县人民

， 政府设置司法调解委员会。‘同年’11月，峨山县人

民法院成立。1950年11月至1980年的三十年期

间，司法与司法行政职能，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

由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行使外j由县人民法院

行使：‘
‘

；·+1980年12月，峨山县司法行政机构设立，司



法与司法行政职能开始分别行使，刑事、民事、经

济审判由人民法院行使；法制宣传教育、公证、律

师和人民调解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1981年至

1989年，短短九年时间，峨山县司法行政机构日

臻完善，司法行政队伍不断扩大，法制宣传教育、

公证、律师、人民调解和乡镇法律服务等各项司法

行政业务全面开展，服务质量逐步提高，为峨山的

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作出了贡献a-
，． 法制宣传教育，是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份，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内

容，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治本措施。峨山县

司法行政机构建立以来，紧紧围绕党委和政府各

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与法院、公安、检察等部门相

配合，采取编印宣传材料、法律演讲j图片展览、黑

板报、广播、放映录像等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普及

宪法、刑法等国家基本法律常识，逐步增强了公民

的法制观念，预防和减少了违法犯罪行为，为依法

办事打下了基础。：j々 J’

，’

o?1983年8月23日，峨山县公证处成立，六年

来一面开展业务，一面加强组织建设，使公证业务

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公证的民事和经济合同，履

约率达95％以上。公证工作为维护社会主义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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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纠纷和减少诉讼起到了积极的愀驿盏
为国家调控经济活动的法律手段。．‘。：嘛墼外挝

1981年起，峨ⅡJ有了律师，开始为顷皆走辩
。1987年5月5日，峨山彝族自治兽律师摹蒜

成立，除了继续开展刑事辩护以外，趣辫履宙，
事代理、代写法律文书、担任常年法肄翰嗣、参+
非诉讼事件的调解、解答法律咨诲稠仲裁清裔

项律师业务：通过律师业务的勰僳避警掰
、民事和经济审判质量，防止和避麴常挽狼错檗

的产生，为当事人避免和挽回了经济腻葆费译
■。，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国家法律鞠醒确粼
●j 1982年起，人民调解由司法行政霸壤黼以
，’． 来，在原有基础上，整顿、充实、健壁冢茭竞调解组

织，1989年底，全县设立了农村犬时谪霹委费匮
’ ⋯79个，调解委员会委员507人。黟滞翔獭费劈
．。民排忧解难，深受群众的欢迎，缓解衽簦摹麟蝽

． 强人民内部团结，维护了社会酶赛超鼬煦回
-．／ ．／1。乡镇法律服务所，是司法柿颤瓶基岛魈鏖

． ，的法律服务机构。随着城乡经崭利骏蔼葑蜒两幽
年起，此机构先后在小街、双淞荀带就意园肇镁
和大龙潭、塔甸两个乡建立。氢蜂涞法襻服努酶璜
目逐步扩大，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先后辩展姥窃勤

， ．

”

． ·^I



办理公洒、调解经济纠纷和其他纠纷、参与民事诉’
’

讼代理和非诉讼代理、代写法律事务文书、担任常 ．

银法德厩闸、解答法律咨询和法制宣传等项业务。

粒毒寨或挽回和避免了经济损失，缓解了群众“打 ．～

，肓虱≈难龅状况，促进了峨山城乡经济的发展。．1+

：寒7，圃菠默理员，是担负乡镇司法行政工作，配备，一
在东镶水民敢府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受当

地戋镶泰民敢府和县司法局的双重领导。峨山在

槊鞠巍泓常鼹有配备专职司法助理员，各乡镇的’
司法行政西瓣i由民政助理员兼任。1981年起，开

始姑镇配餐专职司法助理员。1989年底，全县 一_

螅替受蘸配者孑专职司法助理员。几年来，司法 、_
默理最毒基层担负司法行政工作，直接管理人民 ．1

1

调解委隳客襁参镇法律服务所，指导民间纠纷的
·调解逊珲民间疑难纠纷和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

耀铬起裂面霹娄启下的枢纽作用。、 ?2．·．。。 。

．

回顾峨衄聂司法行政机关产生和发展的历

’密堇征寰冠送孺致机关是国家专政工具之一，是县 ＼r～

太民政府篱理冒鞲行政工作的一个职能部门，是

维护国家§集体和公民利益的忠实卫士，而且在建

越南中周特每舶社会主义事业中，它还将作出它
应有的熏献氰式。高虽 ．，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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