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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凡超

　　“看到爷爷的名字更正了，墓碑也重新刻好了，

非常感谢你们检察官！”不久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

检察院接到一个特别的致谢电话，来电者是在解放

战争中牺牲的张锡昌烈士的孙子。

　　原来，今年3月初，荣成市检察院干警前往烈士陵园

实地走访时，遇到一位愁眉不展的青年伫立在一块墓碑

前，手里拿着油漆和毛笔，在墓碑上方反复比量。干警询

问得知，此人正是烈士张锡昌的孙子，因墓碑上的名字

被错刻成“张夕昌”，他想自己动手进行更正。

　　检察机关在随后调查中发现，因管理不到位不

全面，当地多处烈士纪念设施存在碑文错刻、脱落、

坍塌等问题，随即迅速开展专项监督活动，先后向相

关主管部门发出6份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后，相

关主管部门立即对烈士张锡昌墓碑在内的陵园设施

进行了修缮，对革命先烈事迹进行整理编辑，并做好

红色资源的挖掘与宣传工作。

　　一寸山河一寸血。红色文物、英烈名誉凝结着党

的光荣历史。自201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

烈士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来，各地检察机关积极开展

红色文物保护专项监督活动，通过履行公益诉讼职

责，凝聚社会合力拭亮红色印迹，为营造弘扬英烈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的良好氛围贡献检察力量。

借力外脑

　　“我深刻感受到检察官没有单纯就案办案，而是

充分兼顾各方利益，让公益诉讼充满阳光和温度。”

近日，在湖北省襄阳市铁路运输检察院组织召开的

英烈保护公益诉讼听证会上，湖北省人大代表贾经

琼深有感触。

　　武当山麓，青松翠柏，202名红军和铁道兵烈士安

眠于此。襄阳铁检院在履职中发现，当地陵园存在墓

碑裂缝、字迹模糊等问题，一墙之隔的某铸造公司造

成铁屑粉尘和噪声污染，严重影响陵园庄严、肃穆。

　　襄阳铁检院在该陵园内召开以英烈保护为主题

的检察公益诉讼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和人民监督

员担任听证员，相关企业、行政单位及居民代表参

会。经过评议，大家一致认为检察建议可行。检察机

关现场依法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送达诉前检察建

议，督促其加强噪声和粉尘污染的检测、防治工作。

　　公开听证，不仅是以“公开”换“公信”的现实途

径，更是检察机关“借力外脑、精准发力”的关键

一环。

　　今年春天，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与上海军

事检察院联合开展“红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

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随着走访的深入，检察官们疑

问渐生：在诸多红色历史文化遗产中有些标注“优秀

历史建筑”，有些标注“文物”，两者有何区别？保护级

别、主管单位等是否不同？

　　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明确下一步工作方向，静安

区检察院对相关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展开集中听证。听

证会上，检察机关外聘“技术调查官”——— 上海市文物

保护研究中心专家对3起不可移动文物、优秀历史保护

建筑的公益诉讼案发表了意见，并详细介绍了不可移

动文物、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方法、涉及的法律法规等

内容，为后续检察工作开展提供了专业知识支撑。

　　“实践证明，通过在检察办案公开听证中开展多

部门多学科协作，树立了良好办案范本，积累了丰富

治理经验。”厦门大学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李德国建

言，检察机关在开展公益诉讼时可进一步扩大专家

学者、社会公众的参与度，组建志愿小组或专家咨询

库，构建多主体共治新格局。

建章立制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与西部战区第二军事检察院

建立协作配合机制，提出在红色资源保护线索移送、

常态化联络和联席会议、协同办案等6个方面建立具

体协作机制。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检察机关在“个案监督”基础

上，推动点面结合、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南宁、钦州、百

色等地检察机关与退役军人事务局等主管部门联合调

研、全面排查保护现状，建立管理工作台账。

　　……

　　滴水不成海，独木难成林。各地检察机关对内强

化联动执法、对外深化联合协作，对红色文物属地监

管、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健全保护组织等工作机制进

行细化，对辖区红色革命遗址的管理维护情况进行

持续跟踪，真正做到“当下治”与“长久立”相结合。

　　“检察机关开展红色文物保护专项监督较早的

案例是山西省寿阳县羊头崖烈士纪念设施疏于管理

公益诉讼案，该案入选了最高人民检察院2019年发布

的典型案例。”国家检察官学院公益诉讼检察教研部

教授刘辉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

来，检察机关在这一领域不断探索，办案机制不断优

化，如以“专项活动+回头看”强化监督效果，以“诉前

建议+综合治理”彻底根治问题。

　　在刘辉看来，这既是全面、深入、高效开展军地检

察机关公益诉讼协作的成果体现，也是落实十九届四

中全会“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部署的具体举措。

延伸探索

　　今年4月，最高检下发《关于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切

实做好革命文物等红色资源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

通知》，要求全国各基层检察机关，特别是中宣部、财政

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两批37个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片区所在地的检察机关，要主动加强与地

方相关部门的协作对接，根据具体违法行为、责任主体

及监督整改需要，合理确定作为英烈保护领域或者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案件立案办理。

　　“公益诉讼和行政监管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为公

共利益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多位地方检察干警表示，

检察机关在推动公益诉讼与行政监管有效对接、积极探

索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过程中，对于如何充分运用行

政监管技术资源推进检察办案，仍期待更具体的科学指

引，且检察权与行政权的分工也有待进一步明晰。

　　“目前对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

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法律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刘辉解

释说，对烈士陵园、英烈纪念设施、红色文物保护的

有关行政法规，可随着实践发展不断完善，在修订时

授权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为检察机关立足

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保护红色资源提供更充分的

规范供给，并与民事公益诉讼形成保护合力。

　　李德国认为，当前检察机关不断深化探索红色

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工作，已经形成常态化的保护机

制，接下来应进一步建立更加完善的行政法规和政

策体系，赋予相关部门红色“守护者”的身份，对红色

资源进行精细化管理，共同维护好神圣庄严的历史

遗产。

□ 本报记者  郑剑峰

□ 本报通讯员 范继东

　　作为延安精神发祥地，陕西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全省境内大量革命文物旧址犹如闪亮的“红

色坐标”，在三秦大地熠熠生辉。

　　据不完全统计，陕西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224处，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29处；可移动革命文物10.4万件套。

　　这些“红色坐标”的保护状况如何？保护工作的痛

点、难点有哪些？如何把红色基因融入检察血脉，体现

在履职办案中？陕西检察机关给出三个关键词：寻访、

保护、传承。

寻访

　　经过缜密思考、充分调研，一场旨在弘扬革命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的“寻访革命旧址 保护革命文物 传承革

命精神”专项活动拉开帷幕，陕西检察机关为红色资源

保护工作按下新一轮“启动键”。

　　“要把专项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同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刑事、民事、行

政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全面加强革命文物司法保

护。”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说。

　　从延安宝塔山下的革命旧址，到陕甘边革命根据

地的圣地照金；从渭水河畔的渭华起义纪念碑，到汉水

流域镇巴革命烈士陵园，每一处都留下了陕西检察人

的身影。

　　在寻访活动中，陕西检察机关积极联合相关职能

部门，对辖区内革命文物和遗迹开展全面摸排，深入调

查了解是否有遗漏、保护措施是否符合要求，对发现的

应予保护但未纳入地方保护名册的革命遗迹，及时向

相关行政机关提出建议。

　　截至目前，陕西检察机关已寻访红色旧址760处，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和立办案115件，实现了全省各地市

全覆盖。

保护

　　陕西检察机关在寻访中发现，仍有一批红色资源

面临受损风险，有的保护措施缺失，有的正在遭到破

坏……

　　陕西检察机关将破坏烈士纪念设施、妨害革命文物

管理、涉革命文物诉讼案件违法审判等8个方面的违法行

为和问题作为监督重点，针对群众举报、寻访发现的违法

犯罪线索和失职渎职行为，“四大检察”齐发力，全体干警

同参与，履行检察职责，拭亮蒙尘的“红色遗迹”。

　　西安、延安、汉中……陕西检察机关保护红色资源

的场景频现。

　　对革命旧址的保护，既要着眼于发挥公益诉讼职能

对个案进行保护，更要推动职能部门全面排查、建章立

制，形成长效保护机制。

　　“榆林红色资源丰富，现有革命旧址369个，除了加强个案保护，我们

同多个职能部门联动，建立了长效机制。”榆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胡立

平告诉记者。

　　“革命旧址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保护好革命文物，检察机关使命在

肩。我们要在办案履职中全力书写‘红色检魂’的行动自觉，让这些红色党

史‘教室’闪亮起来，成为党员干部们重温初心、牢记使命的瞻仰参观‘打

卡地’。”陕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高洁说。

传承

　　“开展‘寻访革命旧址 保护革命文物 传承革命精神’专项活动的目

的和初衷，就是要用心用情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延安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刘惠生感受颇深。

　　“我们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努力把群众反映的‘问

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真正把‘检察为民办实事’落实落细。”专项活动开

展后，陕西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员额检察官韦媛媛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这些感悟和体会都印证了陕西检察人在体悟成效中充分汲取“红色

基因”的思想自觉。

　　如今，无论是宝塔山下、延河之畔，还是照金村里、薛家寨上，你总能

看见一抹耀眼的“检察蓝”，这是陕西检察人在寻访、在保护、在传承。

　　“陕西检察机关将不负人民重托、无愧历史使命，扎实履行公益诉讼检察

职能，加强对红色资源的寻访、保护，让红色基因和精神血脉代代传承，用‘红

色检魂’在三秦大地上书写陕西检察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王旭光说。

□ 本报记者 王莹

　　福建省武夷山市西北部的洋庄乡坑口村是著名的革命老

区，1938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在这里成立，曾被誉为“闽北红色

首府”。直到今天，村里还保存着1931年红十军入闽时刷写的标

语，“福建省委——— 武夷干校遗址”“新四军第三支队留守处办公

旧址”也成了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但因年久失修，“福建省委——— 武夷干校遗址”中的“中共福建

省委旧址纪念亭”存在破损，“新四军第三支队留守处办公旧址”周

围的排水影响了建筑安全，红色标语的保护设施也出现了破损。

　　眼看这些见证了闽北地区红军革命斗争及发展的文物存在

毁损、灭失的风险隐患，去年8月31日，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向洋

庄乡政府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落实文物保

护属地责任制，对破损的红色文物予以修缮，依法履行文物保护

职责。洋庄乡政府向检察机关复函，将采取动员部署、争取资金、

组织修缮等措施进行整改。

　　收到复函后，武夷山检察院并未以复函简单将公益诉讼结

案，而是积极跟进监督、落实责任，与洋庄乡分管文物保护的负

责人密切沟通，确保检察建议落实到位。今年6月7日，武夷山检

察院开展该案的公益诉讼“回头看”活动，专门到坑口村进行实

地调查，发现洋庄乡政府已落实文物保护属地政府责任，检察机

关检察建议内容全部整改到位。

　　“红色历史文物和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物质和精神

财富。”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吴晓华告诉《法治日

报》记者，近年来，福建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助

力加强对红色历史文物的保护，提高当地文物保护属地责任意

识，为保护红色历史文物铸盾。

　　今年2月，福建省检察院联合福州军事检察院开展军地检察

机关“红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以反映百

年党史的重大事件遗迹、重要会议遗址、纪念设施、重要人物旧居

为监督重点，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遗产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

度，打击破坏、损害、侵占红色历史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

　　龙岩市长汀县是原中央苏区、红军故乡、红色土地和红军长

征主要出发地之一，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约80处90个点。

　　专项监督中，长汀县人民检察院经走访摸排发现，其中有19

处红色历史文化遗产未得到有效保护，存在环境卫生情况差、消

防安全隐患大、日常管理维护不到位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革命烈

士纪念设施庄严、肃穆、清静的环境和氛围。

　　“‘红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系列公益诉讼案件所涉的革命文

物是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也是党史教育的重要载体。我们充分考

量和尊重职能部门的履职意愿，积极创新办案模式，加强与军事检

察机关的协同配合，推动职能部门依法全面履职，积极助力革命文

物保护。”长汀县检察院公益诉讼和生态检察部门负责人介绍说。

　　为此，长汀县检察院多次与长汀县、乡镇两级政府及退役军人

事务局等部门召开会议进行磋商，形成切实可行的保护整改方案。

　　针对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旧址、福音医院、杨成武将军故居、

何叔衡烈士纪念馆等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存在缺乏修缮保

护等问题，福州军事检察院与长汀县检察院共同开展实地调查，

通过集中宣告送达方式，分别向所在地镇政府等发出4份行政公

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及时整改，保护纪念设施安全。

　　通过此次专项监督，长汀县各乡镇开展了英烈设施管护问题

大排查活动，完成碑体破损、字迹模糊、用火安全等问题整改26处。

同时，推动乡镇、文体旅游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建立健全瞻仰凭吊

服务、日常修缮维护等工作规范，推动地方政府与司法所等相关部

门建立联络机制，增设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公益性岗位，推动了退役

军人事务局成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明确县、乡、村三级保护

管理责任，全面提升全县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水平。

　　据统计，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福建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89件、诉前程序案件59

件，为红色历史文物和文化遗产构筑起强大司法保护屏障。

□ 本报记者 黄 辉

 □ 本报通讯员 胡文星

　　江西是革命老区，是一块凝

结着烈士鲜血的红土地，为中国革

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有名有姓的烈士

达26万人之多。目前，全省有烈士纪念设施753

处，其中县级以上烈士纪念设施449处；零散烈士墓

81195处。

　　如何运用法治力量守护红色资源？《法治日报》记者了

解到，江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强力推进红色革命

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仅2019年以来就办理英烈设

施保护公益诉讼案件135件。

公开直播听证推动履职

　　今年5月24日，贵溪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守护红色军事文化

史迹”行政公益诉讼公开听证会，针对是否向行政机关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的问题，充分听取听证员意见。该院检察长、案件主

办检察官张晓峰主持听证会。这也是江西省首例互联网公开直

播检察听证。

　　听证会共邀请听证员3人、烈士亲属代表及烈士墓所在地村

委会干部代表2人、行政机关代表2人、相关单位代表10人参会。听

证员在认真讨论后，一致认为检察院应当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

建议，督促有关部门认真履行对英烈设施的保护和管理职责。

　　根据听证员评议意见，贵溪市检察院举行检察建议公开宣

告送达会，以期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全面履

职，推动形成红色文化史迹的守护合力。

　　今年以来，贵溪市检察院对全市57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情况

进行全面调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后，以行政公益诉讼

案件立案审查，并就调查情况与行政机关进行诉前磋商。

加强管护监督“应保尽保”

　 今年4月，一场特殊的宣誓仪式在分宜县刘辉煌烈士墓前

进行，来自分宜县人民检察院的青年党员代表来此祭扫英烈。

　　此时的烈士墓地，庄严肃穆，环境整洁。然而，去年这里却

是另外一番景象。

　　2020年7月，分宜县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时发现，该县上

施村刘辉煌烈士墓地处偏僻，墓地仅有一块石头用于辨识。于是，

该院召开公益诉讼工作联席会议，指出因管理维护不到位，烈士墓

的历史、纪念、教育意义无法有效发挥，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并依法向有关部门发送诉前检察建议书。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分宜县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立即制定

保护方案，联手落实烈士墓修缮，今年1月修缮工作全面完成。

　　据介绍，针对办案中发现的英烈设施管护等问题，江西省

检察机关建议依法开展认定保护，做到“应保尽保”；明确责任

主体，加强管护监督，完善配套设施；加强宣传引导，强化英烈

事迹宣传和英烈精神传承。

履职维护英烈崇高名誉

　　彭某在一篇哀悼英烈的微博文章下发表不当评论。上饶市

人民检察院对此立案调查，办案人员赶赴英烈近亲属居住地当

面征求意见，得到支持后，对彭某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2020年3月25日，由上饶市检察院提起的这起侵害英烈名誉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疫情期间远程在线开庭审理。上饶市检察

院检察长黄严宏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出庭履职。

　　庭审中，检察机关指出，彭某发表侮辱英烈的言论侵害了

英烈名誉，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的民事责任。法院判决彭某应在媒体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江西省检察机关还通过依法积极履

职维护英烈崇高名誉。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用法律捍卫英烈荣光，是检察

机关应尽的职责。”江西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 记者帅标  通讯员姚红　近日，湖南省韶山

市人民检察院联合长沙军事检察院，采用公开形式向相关

行政机关宣告送达检察建议书，督促其积极履职，很快杨

再麟烈士墓等韶山市烈士陵园道路破损、墙漆脱落、游客

刻字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在韶山市韶山乡平里村一组一处山林中，立着一座

“孤独”的墓碑，几十年来鲜有人去。去年下半年，韶山市检

察院检察官请当地村民带路，寻访这座无人问津的坟墓，

烈士杨再麟尘封的故事才开始被人知晓。出生于1903年的

杨再麟，18岁就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

在湘乡县城被敌人杀害，牺牲时任中共湘乡县城前党支部

委员。

　　在连续一周的走访中，检察官发现韶山境内红色资

源保护存在管理不到位、修缮不及时等问题，其中杨

再麟烈士墓以及中共韶山特别党支部“五杰”成

员中的毛新梅、钟志申、庞叔侃等在内的15名

烈士墓地范围及周边杂草丛生，墓碑、碑文

存在一定程度污损。韶山市检察院以

“潇湘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公益诉讼

专项行动”为契机，走访湖南省

韶山管理局、韶山市文化体育

局、韶山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等多家单位，查阅

档案、走访村民、建

立台账，将保护

真 正 落 到

实处。

　　位于重庆市秀山县的

“红军洞”是当地军民情深

的历史见证，是该县县级

国有保护文物和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但长期疏于管

理。在秀山县人民检察院

开展的英雄烈士纪念设

施、烈士陵园公益诉讼专

项监督中，得到修缮、维

护，确保恢复纪念和教育

基地功能。目前，“红军洞”

修缮完工。图为修缮后的

“红军洞”。

李辉 摄  

检察机关凝聚社会合力拭亮红色印迹
◆ 借力外脑开展多部门多学科协作　　◆ 建章立制形成常态化持久化保护　　◆ 延伸探索进行更加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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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检察公益诉讼为保护红色文物铸盾

韶山检察公开送达
红色资源保护检察建议

江西检察机关以法律捍卫英烈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