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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变迁

1948年9月6日，淄博市第一个地区级人民法
院——— 淄博特区地方法院在博山正式成立，淄博
的人民司法事业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1973年，中共淄博市委撤销“军管”，恢复
人民法院建制，法院的各项工作秩序开始恢复
整顿，司法审判工作重新步入正轨，进入了新的
发展阶段。曾任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的任殿祥就是此时调到法院工作的。

“那会儿，全院只分刑事、民事两个审判庭，
加上信访、办公室等，全院上下正式干警也就30
人左右。”任殿祥回忆道，当时公、检、法刚刚分
家，法院只有一辆手拉式地排车，办公用的桌椅
板凳都是法官们到木材公司捡回来次品，自己加
工成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淄博中院的建设也在向前
推进，办公地址几经搬迁、机构设置不断变化。
由原来只有刑庭、民庭逐步发展为现在下辖9个基
层法院、26处人民法庭，在编正式干警一千余人。

不开庭的“庭审”

谈起以前的审判工作，从1973年调任法院开
始就在刑庭工作的任殿祥最有发言权。

“我刚到法院那会，案件以反革命、盗窃等刑
事案件居多，而法院审判案件主要不是依据法律，
而是依据形势政策和办案经验。”任殿祥回忆。

当时的审理环节与现在大致一样，先由公安
机关预审，然后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再向法院提起
公诉。但那时与现在最大的不同就是，并没有开
庭审理这一环节，而是直接由法官到看守所去提
审被告，再由法官逐一去审核证据。随后由庭长、
副庭长、承办人一起研究案情，再将意见提交给上
级部门。

直到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刑事诉
讼法》两法后，才开始进行开庭审理，继而才有了
审判庭。

而当时，随着宪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淄博市

各级法院也逐步摸索出了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安
和经济活动综合治理的新途径，创造出了打击犯
罪和改造挽救罪犯相结合的新经验，建立了预防、
调处经济纠纷机制的新路子。

“民不敢告官”

三十多年前，时任张店区委副书记的韩顺祥
被调任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曾任淄博市中级人
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在当天的采访中，面
对这个今非昔比的法院，韩顺祥一直感叹“变化太
大了”。

与1989年比起来，这一“变化”，既有法院队伍
的壮大，也有硬件设备的完善，而更多的是群众观
念在变、法律意识在逐步增强。

“前段时间我看新闻，有村民状告政府副市长
出庭应诉，这就是很好的一个现象。”韩顺祥告诉
记者，虽然现在行政案件也就是常说的“民告官”
案件进行顺畅，但在当时起步时却很艰难，老百姓
多数不敢告政府，即使法官上门劝说，也很少有人
愿意站出来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而现在就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案件证明，
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在不断增强，依法治国意识越
来越深入人心。“依法治国这一观念正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每个人，以前打破头都不来法院，现在
有事就来法院，说明依法治国这个理念在老百姓
心中慢慢滋生，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韩顺祥
认为。

正如韩顺祥所说的，2015年到2017年，全市
法院年均收、结案在72000件左右，淄博中院年
均收、结案在7800件左右，年均增幅近20%。而
仅去年一年，全市法院就新收各类案件95428件，
结案90055件，结案率85.37%；淄博中院新收各类
案件11143件，结案10502件，收结案数量均过万，
结案率88.84%。

从交通工具看变迁

从万事都靠两条腿到警车执法办案，法院交

通工具的变迁，也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化。
“我们那时候不管去哪里，都是靠‘11’路，也

就是两条腿走路，不管是去核实材料，还是去送判
决文书。”任殿祥回忆，在上世纪70年代，外出办案
基本靠走，每天徒步穿梭过大街小巷，有辆自行车
是很让人羡慕的事。后来，单位被分配了一辆本
地产的“吉普车”，但因为质量问题，经常开出门就
坏在半路回不来了。

再后来，上世纪80年代中期，摩托车开始陆续
出现。法院为法警采购了三人座的摩托车，俗称

“侉子”摩托车，供法警送传票等工作。再后来，到
了上世纪90年代，法院陆续开始配备警车。

“不过当时因为条件有限，跨区办案交通工具
还是很不方便。以去博山办案为例，大多数情况
下承办法官都需要先坐公交车到博山，然后走到
博山法院，从区县法院借辆自行车骑到办案地点，
办案结束后再骑车回博山法院送下车，然后再坐
公交折返。”韩顺祥告诉记者。

而现在，警务车、押解车一应俱全。遇有集中
执行活动，十几辆车一起出动，“这不仅体现了法
律的尊严，也提高了办案效率，让我们平头老百姓
觉得更加踏实和安心。”采访中，有市民表示。

从法官跑断腿到联动执行

1993年起，淄博中院探索实行审执分离，审判
庭作出的判决或调解，由执行庭执行，实现执行权
和审判权的分离，打破了原来审、执合一的格局。

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当事人张张嘴，法官跑
断腿”。

确实，当时分管经济审判工作的任殿祥告诉
记者，那时执行案件主要是来自流通领域发生的
纠纷，虽然没有“老赖”这一说法、抓人时也没有现
在群众关注度这么高，但当时就已经有了对抗拒
执行者的抓捕工作。但因为那时条件有限，执行
手段也非常单一，通常采用“趁其不备”的方式
抓人。

现如今，随着法院信息化的建设，执行工作日
新月异，开展集中实施拘留、拘传专项工作、法院

与公安联动、签发“执行调查令”、发布执行悬赏公
告等举措，让执行工作更有保障。

建成“智慧法院、阳光法院、便民法院”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历经七十余年风雨坎坷，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一代又一代法院人矢志不渝，开拓进取。
如今的淄博中院俨然已成为不折不扣的“智

慧法院、便民法院、阳光法院”，法院信息化建设被
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将其作为实现“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
义”目标的主要方式，通过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
推动审判执行变革，推进人民法院审判体系、审判
能力的现代化。

同时，还通过建立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
开、执行信息公开，进一步促进司法公开。通过
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借力现代科技助推阳光
司法。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目前淄博中院的所
有裁判文书可自动生成二维码，实现案件终身识
别、信息一键推送。

去年，淄博中院切实强化政治意识，全力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
力法治政府、平安淄博的建设。为了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淄博中院在工作中，妥善化解民
事纠纷，下大力气解决“执行难”问题。为确保审
判权规范高效运行，淄博中院对审判资源配置进
行了进一步优化。采取淄博中院建服务端、基层
法院建接入端的模式，在全市法院推进建设智能
语音法庭，庭审效率提高约20%。

如今，在新时代的奋斗之路上，淄博两级法
院全体法官和干警，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秉
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为
了淄博的繁荣与发展，淄博法院人将以更昂扬的
斗志，更扎实的作风，更科学的态度，昂首阔步砥
砺前行，不忘初心再创辉煌！

沧沧桑桑巨巨变变七七十十余余载载

从从法法官官““一一把把抓抓””到到智智慧慧法法院院
听听淄淄博博中中院院老老法法官官回回顾顾法法院院历历史史变变迁迁

记者 马冠群 通讯员 张玉杰 王琦
时光荏苒，70年沧桑巨变。
从百废待兴到生机无限，70年来，新中国不断发展壮大。70年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捍卫者，

法院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办公桌是法官自己用木材加工的、出门徒步办案、手写所有案宗……一张张泛黄的老张片、一件件实实在在的老

物件，记录了法院的发展历程。
作为亲历者，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老法官们见证了法院的变迁。9月18日，采访中，他们将自己关于对法院的回

忆娓娓向记者道来。

法院经办的第一件民事案件。

淄博中院从博山搬到张店，在张店东一路办公楼
前合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法院的交通工具。
民庭开庭审判。 1984年5月21日，在市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 1991年7月10日，法院开展法律咨询。

全市集中实施拘留、拘传专项工作。

公众开放日活动。

淄博中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法院的旧工作证和荣誉证书。

这是特区法院成立后第一份刑事判决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