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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山 1978年8月至1983年11月

住正定具人民垃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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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民志1987年5月至1993年3月

任正定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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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玛森 I 996年7 q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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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新1993年10月至今

住正定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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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文1993年10月至今

任正定具人民检察院剐俭察长



苏常山l984年8月至1993年1 2日

1996年8目至今

住正定具人陀检察院副险察{乇



序

盛世修志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正定县检察院自1951年创建以来，历

经撤并，几经沧桑，既有创业的艰辛，又有成功的喜悦。值此检察工作大发展

的今天，编写‘正定检察志)，充分发挥史鉴作用．全面客观地记录和反映检

察工作的成就．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正定检察志'是我院建院以来第一部志书。她以翔实的史料．以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真实地再现了正定检察工作光辉、曲折的历史演变过程．具有

。存史、资治，教化’之作用．尽臂这是我院的第一部志书，但其大量真实的

内容涵括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参考书．地可以为各级领导全面了解我院检

寨史，制定发展战略．作出科学决策等提供可靠的依据，可以为各部门加强协

作。沟通情况提供信息I也可以为检察干警了解正定检察史．丰富检察知识。

探索检寨工作新路子．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对增强社会法制意识。加强社会

主义民主法铜建设，亦将有所裨益．

在编篡过程中，上级院、市档案局和县档案局给予了大力关怀和指导．编

写人员精心编写，力求准确．付出了心血，在此表示感谢．但由于缺乏经验，

加之资料不全，难免有不当疏漏之处。还望读者和修志界同行斧正．

正定县人民检察院检案长t赵锡囊

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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