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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罗荣桓检察长任命通知书，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罗荣桓 （1902—1963），湖南衡山 （今属衡东） 人，1927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
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1949 年 10 月至 1954
年 9 月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
衔。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
委员会书记，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届、第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
开。根据新的国家职能，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署为国家最高检察机关。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罗荣桓
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 月 22 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
议举行第一次会议。罗荣桓宣布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并部署制定检察署
工作组织大纲，建立机构，开始工作。

罗荣桓是新中国第一任检察长，为共和国检察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对罗荣桓有很高的评价。1963 年 12 月罗荣桓因病逝世，毛泽东写下
了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文字：周方园）

罗荣桓检察长任命通知书
（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图片提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
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
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原书记，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
民法院原院长任建新同志，因病于 2024 年 9
月 21日 13时 3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9岁。

任建新同志，1925 年 8 月生，山西襄汾
人。1946年至1948年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
工程系学习。1948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参加革命工作。同年 8月，因在北京大学从事
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在党组织安排
下转移至解放区，任华北人民政府秘书厅秘
书。1949年至 1959年，先后任中央政法委员
会办公厅秘书、中央法制委员会秘书、国务院
法制局秘书，负责起草有关会议文件和法律
草案，就中央关注的法律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参与起草《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草
案）》，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组
织、确立人民调解工作在我国的法律地位作
出了积极贡献。他还全程参与了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工作。

1959 年至 1966 年，任建新同志先后任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促
会）科长、处长。1966 年至 1971 年在“文化
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1 年起，先后任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处长、
部长。1973 年，他向国务院提出了我国应
建立专利制度、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建议。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我国商标法、专利法、著
作权法的出台实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他主持制定的北京理算规则，为国内外
航运界、贸易界和保险业界广泛接受。他提
出的“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贯彻平等互利
的政策，参照国际习惯做法”三原则，成为我
国涉外经贸立法、司法和外贸、海事仲裁的
基本原则。1981 年起，任贸促会副主任、党
组副书记。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着手整顿和恢复贸促会各项涉外法律
工作，使外贸仲裁、海事仲裁、海损理算、商
标代理、出证认证等业务得到恢复和发展。
他积极推动开展对外交流，多方位宣介我国
涉外经贸法律和司法实践，为我国涉外经贸
仲裁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83 年 9 月，任建新同志任最高人民法
院副院长，1985 年 6 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
副书记。1988年 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 ，同 年 6 月 任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党 组 书 记 。
1993年 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继
续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他明确提出
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要充分发挥惩治犯
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调节经济关系 3项职
能作用。他高度重视审判工作的全面开展，
对经济审判创立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开创
了经济、行政、海事、知识产权审判以及法院

执行工作的新局面。他注重加强法院自身
改革和建设，在审判制度、审判方式、审判机
构和干部管理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为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制度做了大量工
作。他推动改革完善我国法官制度，主持起
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草案）》，领导
创办国家法官学院，为提高我国法官队伍整
体素质、保障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作出重要贡献。他注重司法国际交流合作，
推动将“法律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服务”写入
第十四届世界法律大会《北京宣言》，在亚太
首席大法官会议等场合发出中国法治声音。

1988 年至 1992 年，任建新同志先后任
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中央政法
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中央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委员会副主任。1992 年至 1998 年，任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中
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中央保密
委员会主任。在党中央领导下，他努力推动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法领域的贯彻落实，
强调加强法制建设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中的重要作用，系统阐述了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的重要意义和工作目标，推动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工作全面开展。

1997 年，任建新同志任中国法学会会
长。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繁荣法学研
究，推进依法治国”要求，他积极组织开展

“为什么要依法治国，怎样才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大讨论，深入总结我国社会主
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他积极推动
法学理论创新，倡导和支持成立董必武法学
思想研究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知识
产权法研究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信息
法学研究会等专业研究会，为繁荣我国法学
研究作出突出贡献，为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
有力法学理论支持和法律服务。

1998 年 3 月至 2003 年 3 月，任建新同志
任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政协
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党组成员。他认真贯彻
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与党外人士广
交朋友、合作共事，推动海峡两岸法学交流
与合作，努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他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积极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
施，围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新能
源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建言献策。他重视总结人民政协工
作的宝贵经验，积极推动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作出积极贡献。

任建新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
四届中央委员，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任建新同志退出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
仍然十分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坚决拥护
党中央的领导，关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深
入开展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建议，体现了
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任建新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在
7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始
终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他认真学习、研究和
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他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真践
行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
色。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分析、
解决问题。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胸怀坦
荡，作风民主，善于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
性。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为政清廉，生活
俭朴，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

任建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
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党和国家事业不
懈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
大损失，是我国政法战线的重大损失。我们
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
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任建新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任建新同志生平

1995 年 3 月 13 日，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第
四次全体会议。这是任建新同志作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
报告。 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

1994 年 7 月 21 日，任建新同志（中）在北京出席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时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快西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作说明。 新华社记者刘建国摄

1991 年 4 月 6 日，任建新同志（左二）参加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山西省代表团小
组会，听取代表们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意见。 新华社记者李生南摄

本报讯（通讯员刘昭歆 刘元） “检察机关解决了困扰我部多年的问题，
现在港口周边水域清爽，执法执勤再无后顾之忧。”近日，在位于广东省广
州市的海警某部，工作人员对前来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回头看”的检察官
说。

“某地方船厂侵占我部营区水域线，非法建设浮桥、船坞。修船作业时的
噪声污染、喷漆时的空气污染严重影响舰艇进出和官兵健康。”2023 年 8 月，
广州军事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接到海警某部求助。据悉，从 2022 年起，
该问题就被某部队列入年度重点涉军地问题台账，该部领导多次向地方多部门
反映但收效甚微。

获悉该线索后，广州军事检察院迅速启动军地协作机制，与广州市黄埔区
检察院组成办案组，共同推进问题解决。经查，该船厂非法占用部队营区 100
余米江岸线，并在岸线附属水面违法搭建厂房、船坞等临时建筑，侵占水域面
积达 8000 多平方米，未给舰艇出航、靠泊预留足够空间，妨碍执法舰船进出
港口，严重侵害了国防军事利益。

2023 年 10 月至 12 月，军地检察机关通过调阅历史资料、实地查看、询问
当事人等方式，厘清了市级行政职能部门职权下放后，该问题应由属地街道办
事处负主责。今年 1 月，办案组召开军地磋商会，现场向街道办事处送达磋商
函，建议立即对涉案船厂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置并加强国防安全教育。整改期
间，军地检察机关多次组织广州警备区、水务局、街道办事处及涉案船厂召开
圆桌会议，共同消除隐患。在军地检察机关全力督导推动下，水务局督促船厂
对侵占部队港口水域线内的船坞进行迁移，6 月 17 日，船厂拆除了部队港口红
线范围内的违法建筑。

军地“益”心共护舰船航道安全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杨燕 李志新

“离婚时未对土地进行分割，残疾妇女还能再争取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益
吗？”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居民李某一家，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多年。

今年 8 月，伊金霍洛旗检察院“伊检关爱”检察维权支持起诉工作室收到
了该旗残联移送的残疾妇女李某维权的线索。

李某有智力残疾，于 1992年与冯某结婚。后两人因感情不和，于 2012年 10
月 20日经法院判决离婚。“姐姐离婚时未把家里的土地分开，离婚多年来土地收
益和政府各项补贴都被冯某掌握，要不回来。”李某的弟弟小李向检察官讲述了
维权难题，“父母一直为姐姐以后的生活担心，村里的地虽然不多，但对我姐姐
来说也是个保障。”

办案检察官了解到，李某主要有两个诉求：一是确认李某对土地享有承包
经营权，并与冯某一家进行分割；二是要求冯某归还属于李某的土地经营收益
及政府补贴款项。于是，办案检察官联合残联、妇联工作人员走访村社有关人
员，依职权调阅 《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 等证据材料，查明李某具有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资格，其承包的农村集体土地，包括耕地、草牧场以及五荒地 （对
非耕地或林地及建筑用地等土地的统称） 等一直登记在冯某名下。

此外，办案检察官了解到二人在离婚后均未再婚，李某无其他经济来源，
而冯某的生活也很窘迫。鉴于此，办案检察官协助李某申请法律援助律师，帮
助李某一家梳理证据、明确诉求，联合妇联、残联工作人员，并邀请村“两
委”成员及村民代表，组织李某、冯某及其代理人对土地分割事宜进行协商。
经检察官耐心释法说理，双方解开心结，冯某把户内土地分给李某。

近日，经过社内置换，分散的土地集中成片，李某以自己的名义登记申请
了土地补贴，并自愿减轻冯某返还财产的责任，与冯某达成和解。

至此，李某及其家人担忧的心终于放下了。

残障妇女土地承包权益有了保障

1999 年 12 月 17 日，任建新同志（右）在北京出席庆祝最高人民法院成立 50 周年暨全国法院英模表
彰大会并讲话。 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

1985 年 7 月，任建新同志在第 12 届世界法律大会开幕式
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夏治沔摄

1982 年 11 月 23 日，任建新同志（前中）在北京出席为庆祝加工、制造和技术展
览会开幕举行的宴会。 新华社记者王传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