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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吴晓军

　　

　　初夏时节，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河南省信

阳市，林草丰茂，绿意盎然，散发着勃勃生机。站在淮

河上游岸边，信阳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

梁宏伟心潮澎湃，“切实守护好信阳的青山绿水，是

我们的职责所在”。

　　作为从事公益诉讼的检察官，梁宏伟和同事们

充分履行立案监督、公益诉讼、审查批捕、审查起诉

和行政执法等检察监督职能，依法保护好身边的环

境资源，维护好民生利益和公共利益。近年来，梁宏

伟荣立个人三等功8次，荣获“全省优秀办案检察官”

称号，入选全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人才库。

善于利用公益诉讼这把利剑

　　鲇鱼山水库坐落于信阳市商城县城西南5公里

处，两岸山峦重叠，湖谷开阔，库区内有大小岛屿千

余座，素有“中原千岛湖”的美称。陈某却在此处违规

建设生态园，被追究刑事责任。

　　“仅仅追究陈某的刑事责任是不够的，要善于利

用公益诉讼这把利剑。”梁宏伟到现场后发现，生态

园违规的建筑并没有拆除，当即亮明自己的观点，

“行政机关理应在职责范围内继续履职，确保林地恢

复原状。”

　　经检察机关立案调查，商城县检察院对县林业

局不依法履职案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经过审理，法院判决认定被告商城县林业局未

全面依法履行管理、监督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裁定

准予强制执行商城县林业局作出的《林业行政处罚

决定书》，由县政府组织拆除非法占用林地上的房

屋。随后，检察机关向商城县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

议其依法积极履职，采取有效措施拆除非法占用林

地所建房屋。商城县政府很快组织住建局、林业局等

相关职能部门将违建房屋依法拆除。

　　违规的建筑被拆除了，梁宏伟又和商城县检察

院办案检察官一起继续跟踪监督，先后4次翻山越岭

深入修复现场进行督导。如今，被破坏损毁的库区已

恢复新绿。

　　“在日常破坏生态案件线索受理移送、调查取证

等工作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通过强化业务

交流、案件研讨、岗位培训等，共同提升协同执法办

案能力。”梁宏伟说，通过此案的办理，商城县检察院

与林业部门建立了长效工作机制，双方各指派工作

人员为联络员，建立信息共享、工作会商、服务保障、

联合督办等工作机制，围绕森林生态安全，共同推进

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养殖户损失要降到最小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不是仁者，也不是智

者，却是青山绿水的守护者。”梁宏伟经常跋山涉水

明察暗访，去寻找案件线索。

　　位于信阳市浉河区的出山店水库是一处“网红”

打卡地，水库控制流域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总库容

约13亿立方米，犹如巨龙横卧在千里淮河源头。2020

年9月，检察机关获得一条线索：水库有网箱养殖，污

染了水环境。

　　信阳市检察院指令浉河区检察院进行调查，证

实当地村民陈某、杨某等人在未取得水域滩涂养

殖证的情况下，非法在淮河河道设置网箱养殖点

两处，共计100多个网箱，面积约两万平方米，还非

法建造简易房和围栏用于鱼苗饲养，养殖点周围

水体混浊，网箱影响河道行洪，危害了淮河河道和

水库安全。

　　“万亩湖面怎能成为私家湖泊？我们检察机关要

监督到底。”梁宏伟与浉河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对案

情进行了分析研讨，“检察机关可依法向相关行政部

门制发检察建议，保护好一河清水。”

　　浉河区检察院依法向区农业农村局、区水利局

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对非法网箱

养殖进行取缔，保护好河道水环境和水库安全。两个

行政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相互配合，并联合检察机

关说服养殖户主动整改。

　　“要引导养殖户进行产业转换，把损失降到最

小。我们办的不仅是案件，还关乎涉案当事人的财

产。”养殖户答应整改，但网箱养的鱼处理起来也需

要时间和过程，梁宏伟和浉河区检察院办案人员一

起，替商户寻找销路。鱼销售完毕后，涉案近两万平

方米的网箱养殖点全部被拆除。

　　“在信阳也能看海了！”出山店水库的美丽风景

刷爆了朋友圈。现在，水库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成为人们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我对青山绿水爱得深沉

　　“公益诉讼尚处起步阶段，还存在不少突出问

题。有的检察建议质量不高，对违法事实、证据和法

律适用阐述不严谨、不充分，说理性不足、操作性不

强，办案质效亦有待提升。”梁宏伟说，为确保案件

“诉得出、判得住、效果好”，他和同事起草了《信阳市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调查指挥中心工作实施方案》

《信阳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调查指挥中心工作规

定》《信阳市检察机关关于加强公益诉讼工作内部协

作配合的规定》《信阳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案件举

报中心工作规定》等文件，经院党组和院检察委员会

研究后顺利下发。

　　梁宏伟说，信阳市检察院成立了全省首家公益

诉讼调查指挥中心。该中心整合了公益诉讼部门、法

警支队、技术信息化处等部门的检察资源，为充分发

挥检察办案一体化提供了平台和权力运行机制。信

阳市检察机关办理的5起公益诉讼案件被最高人民

检察院评为典型案例。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我对青山绿

水爱得深沉。我始终牢记，惠及群众之事力行而不放

手，护佑公益之路前行而不止步。”梁宏伟信心满满

地说。

  图① 梁宏伟（前）与同事走在乡村回访路上。

  图② 梁宏伟（左）与同事在淮河支流岸边研讨

案件取证问题。

梁宏伟：守山护水是我职责所在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帅标

□ 本报通讯员 朱锋云

　　

　　她身着法袍，手执法槌，端坐三

尺法台，在法槌起落间明察秋毫；她

亲和明理，公正严明，行走地里田

间，居中调解化干戈为玉帛；她挑灯

夜战，伏案钻研，以笔做桨在浩瀚法

海中游刃有余……

　　她，就是2021年全省法院办案

能手，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

院速裁庭庭长谷奕葶。近30年间她

共承办案件数千件，近些年年均

办案400件左右，调撤率达到70%，

平均结案率99.87%，结收比100.16%，

无一重大改判，无一错案。在众多

当事人心中，她是位实实在在的

“放心法官”。

　　谷奕葶，1993年参加工作，30年

间先后担任北湖法院书记员、办公

室副主任，未成年案件综合审判庭

庭长、鲁塘法庭庭长。现任审判委员

会委员、速裁庭庭长。

　　北湖法院案多人少，面对办案

压力，作为庭长的谷奕葶带头办案，

连续多年审理案件数量位居全院前

列。为保证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她白

天开庭、调解、送达、勘查现场，晚上

学习、钻研、写判决书……不断充

电、笔耕不辍。

　　“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司法解

释，她准是第一个学习，办案过程中

遇到难题请教她，她总能为我们指

点迷津。”法庭年轻干警们说庭长谷

奕葶就是他们的“案例指导”。

　　“我是法律小白，上次一个朋友

问我一些法律问题，我找到谷姐姐

请求指点迷津。她接到电话，条分缕

析，三下五除二就让我豁然开朗

了。”办公室助理小朱说。

　　人民法庭作为司法体系的“神经末梢”和“毛细

血管”，是司法为民的最小单元格，是联通群众诉求

的“最后一公里”，每一起案件的审理都关乎着群众

的切身利益。

　　鲁塘法庭地处偏远，件数量多、受案类型多样、

法律关系复杂，是法庭所审理案件的主要特征。2013

至2022年间，谷奕葶担任鲁塘法庭负责人。她十分注

重把办案和法官的社会责任感联系起来，由她经手

的每一起案件，她都会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的精神进行裁判，耐心做好释明工作，并充分考

量当事人的利益及社会利益。

　　“法官每天都在办理不同的案件，而对于当事人

来说，一辈子可能就遇上这一次，而且可能就影响他

们一辈子。”谷奕葶认为，法条也许是冰冷的，但法官

是有温度的。

　　谷奕葶审理过一起23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的案件。当事人情绪激动，稍有不慎即可能引发群

体事件，她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同时考虑到

该案的潜在风险和社会影响，设身处地为农民工着

想，稳定他们的情绪。实事求是、耐心细致地做疏导

工作，促使当事人自觉认识到自己的对错，从而不仅

妥善解决矛盾，更令不少积怨很深的当事人选择握

手言和。

　　谷奕葶认为，办案不能仅仅是机械地判定“输”

与“赢”，更在于用心、用情。针对辖区不少群众法律

观念淡薄的现状，她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前哨”作用，

倾情倾力打造“家门口”的法庭，立足社情乡情，为当

地群众提供诉讼、调解、判后答疑、法律咨询等“零距

离”司法服务，让老百姓胜败皆明，真正实现审理一

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

　　谷奕葶审理过这样一起离婚纠纷案。被告谭

某居住在仰天湖乡永春村的一座海拔千余米的

高山上。考虑到山高路远，又正是春耕农忙时节，

谷奕葶就和同事们驱车两小时，然后再在泥泞山

路攀爬1个多小时才到达被告家中……被告感

叹：“你们是我见过的第一次爬上这千米高山的

法官。”

　　工作中，谷奕葶是法庭的主心骨，她对自己约法

三章：“秉公执法不掺假，廉洁自律不谋私，无私奉献

不索取。”

　　速裁庭受理的案子以物业纠纷居多，且标的额

不大，大多几千到万余元，但再小的案子也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马虎不得。在一起物业纠纷中，被告抵触

情绪很大，只有晚上有空，为了方便当事人，谷奕葶

和庭里的法官们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把法庭搬到了小

区居民家。在经过法官的耐心反复说法和释明维权

的正当途径后，当事双方摒弃前嫌，握手言和。业主

发自内心地说：“夜间法庭传深情！喜欢这样和我们

打成一片的好法官。”

　　“执法如山，断案如铁，冰冷中总要有一丝暖意，

强硬中总需一点柔软，彼此调和，才能和谐共进。”

谷奕葶坚持用自己的善良与同理心找到了法理与情

理的平衡点。

　　“因为关注，所以专业；因为温柔，所以温暖。谷

奕葶就是这样既有一位既有专业水准，又温暖体贴

的人。”同事周辉丽这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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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潘若莼

　　

　　市场监管所被临时封控了，原本可以居家办公

的他们逆行而上，以所为家，坚守岗位10多个日夜。10

余天来，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的

“逆行四人组”共检查企业商户300多户次，调解消费

投诉20余件，查处经济违法行为1起，疫情防控措施

在8家进口冷链食品经营企业、36个食品冷库和73家

“五类”之外市场主体全部得到

落实。

　　5月5日一大早，新华街道市场

监管所党支部书记、所长王丽侠接

到市场监管所所在小区实行封控

管理的通知。除了要第一时间通知

还在上班路上的同志们掉头回

家、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向社

区报告的同时，她还想到所里的

下一步工作该如何进行。除了市

场主体登记、日常执法检查、经济违法行为查处和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日常工作，进口冷链食品检

查，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以及药店、有形市场、“五

类”之外市场主体的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停歇，更

容不得出半点差错。封控期间，这些工作一项也不

能停，都得有人做。

　　“我是副所长，让我来！”“我家里没负担，算我一

个！”“所里的信息数据我都清楚，这段时间肯定有用

得到我的地方。”得知需要有人在所里坚守岗位的消

息后，同志们纷纷主动请缨，这让王丽侠感动不已。

　　5月5日7时，赵来贺、侯汉枫、刘莹3人准时来到王

丽侠面前，“逆行四人组”正式成立了。

　　还没来得及进行工作分工，所里的电话就开始

响个不停。“听说你们不能现场办公了，营业执照去

哪里办理？”“我们还能不能开门营业？现在是什么政

策？”“不在管控区域的是不是也要关门？我们该怎么

办？”王丽侠一面让刘莹安抚来电人的情绪，一面把

问题都记录下来，梳理汇总后向上级汇报，并逐个回

电话，第一时间把准确的疫情防控政策回复给大家。

　　市场监管所与临时管控的小区只有一墙之隔，

按照要求，群众不能到所里来，所里人员也不能离

开。为了让辖区企业和个体户尽快了解和掌握最新

的疫情防控要求，刘莹把辖区经济户口数据按照不

同区域进行了梳理和划分，不到半个小时就重新整

合了微信工作群，持续不断地将最新疫情防控政策

发送到辖区的每一家企业和商户负责人手机上。

　　索要商户从业人员核酸检测结果截图、扫码登

记信息截图，“云”查看现场情况……除了“隔空”宣

传普及防疫政策，大家还依托微信工作群探索出了

一套“隔空”检查、“隔空”办案的非接触工作法。

　　吃住在单位，也没有了上下班的点。5月8日23时，

王丽侠突然接到上级疫情防控部门的电话，称一名

密接人员曾经到过辖区的一家商户，急需第一时间

掌握曾到过这家商户的人员。挂断电话后，副所长赵

来贺立即叫醒了商户负责人，让对方登录扫码登记

系统下载全部信息的同时，还要求其回店取来了进

店人员信息登记簿。从接到疫情防控部门电话到商

户负责人最终发来信息数据不到20分钟，准确信息

就上传到了上级疫情防控部门。

　　“这是我们刚刚接到的投诉，反映有人哄抬物

价。”刚吃过早饭，刘莹就把所里接到的“12345”市民

热线工单递到了所长手里。仔细看过群众反映的问

题后，王丽侠安排侯汉枫调查核实情况。侯汉枫立即

与被举报人取得了联系，及时了解情况。经过检查核

实，被举报人虽然不存在哄抬物价行为，但其未按要

求明码标价。目前，所里已经对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

正式立案，等待进一步调查。

“逆行四人组”坚守市场监管一线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寻旭东 王若楠

　　

　　刘国华是陕西省富平监狱七监区教导员。他从

家乡四川攀枝花来到渭北平原，从一线管教到监区

教导员，一干就是30年。

　　“改造罪犯，就是要在教育和帮助的路上一碗水

端平，我的职责就是让他正视过去犯下的罪，让他们

赎罪和改过，让社会上多一个守法的公民。”刘国华

对《法治日报》记者如是说。

　　“监狱里的每一名罪犯都有故事，我们不能用同

一把钥匙开不同的锁，法律既是威严的，但也是有温

度的，我们的执法工作，就是要像山一样不可动摇，

像水一般润泽万物，刘国华同志的执法和担当是我

们监狱警察中的一个缩影。”陕西省富平监狱党委书

记、监狱长马党卫如是评价。

　　2021年3月的一天，一封信放在了刘国华的办公

桌上。

　　“刘教导，您好，虽不曾相识，但时常听到刘乐

（化名）说起您对他的关心和照顾。作为他的家人，我

能感受到你们对他所付出的心血，我想在这里说一

声谢谢……”

　　此类来自罪犯家属的信，刘国华之前也收到过，

但这一封，却让他尤为动容。

　　信中提到的刘乐，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死缓，经司

法精神医学鉴定为边缘智力人。因智力异于常人，刘

乐孤僻执拗，脾气暴躁易怒，甚至还动不动故意挑起

事端，其他犯人也经常拿他取笑逗乐。

　　“活着对他而言，仅仅就是一天天熬日子罢了。”刘

乐的姐姐曾在电话中跟刘国华无奈地哭诉。起初，家人

们还想帮帮他，但是这样一个身有残疾又在监狱服刑

的人，时间久了，连他的姐姐也深感有心无力。

　　面对这样的特殊罪犯，刘国华在罪犯大会上明

令禁止给刘乐起绰号、叫绰号；每次开饭时，他都要

看看给刘乐的饭菜是不是打少了；刘乐感冒了，他督

促卫生员给他按时吃药；找刘乐谈心成了他每个工

作日的必做事项。

　　有一年冬天，天气格外寒冷，刘乐双耳双手生了

冻疮。冻裂的伤口用药后几天仍不见好转，刘国华带

着刘乐到狱内防疫站就诊，因为刘乐说不清道不明，

他马上联系家属了解刘乐的既往病史和用药禁忌，

引导刘乐遵从医嘱。

　　刘乐手上的冻疮裂口愈合了，心里的那道口子

也有了好转的迹象。他感受到了教导员对自己的关心，

一有事就“不客气”地找刘国华。头疼脑热了，找刘国华

要药；衣服纽扣掉了，找刘国华要针线；账上没钱了，找

刘国华催家里汇款；觉得心里不舒服了，找刘国华聊

天。在刘乐心中，刘教导成了最关心他的人。

　　为了让刘乐觉得没有被“抛弃”，刘国华经监狱

审核同意，多次联系亲属，希望能定期与刘东视频会

见。此后，刘国华每周都督促刘乐和姐姐通话，还会

引导刘乐把心里的想法用笔写下来。一向形只影单

的刘乐，眼神里慢慢地竟有了光。

　　最近，按照陕西省监狱管理局的工作安排，刘国

华计划在罪犯“三课教育”上再发力。“三课教育”即：

对服刑人员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能教育。刘

国华自费买来了书籍纸笔，设置了学习园地，鼓励引

导罪犯们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养成良好德行。

　　“咱们的汉字讲究横平竖直，每一个字的左右、

上下都处在相互平衡、相互统一的状态中，学写字，

同时也是学做人，你们要在练习横竖撇捺这些简简

单单的笔画中，感悟人世间的道理。”刘国华在上课

时首先讲到。

　　除了刘乐，还有曾被监区列入危顽犯的马某、入

狱初期一心求死的张某、因涉黑被判刑入狱的杨

某……刘国华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些年他改造了多少

罪犯。

　　有人问刘国华：“为罪犯治病、家访牺牲休息时

间、倒贴钱，这样做，值吗？”

　　“值，改造罪犯就是将心比心，只要能治好他们

的病、医好他们的心，我做的这些就值。”刘国华语气

坚定。

　　“要把犯人当人看。”从警以来，刘国华和他的同

事们一直秉持这样的工作理念，而这样的工作理念

来源于“人格上尊重，生活上关怀，要求上严格，落实

上细致”的“党鸿魁工作法”。正是这样的感化教育，

刘国华和同事们又改造挽救了许多“刘乐”们。

刘国华：改造罪犯当“治其病医其心”

①①

②②

　　图为刘国华与罪犯个别谈话。

  图为刘莹、王丽侠、赵来贺、侯汉枫（从左至右）就工作重点进行任务

分配和认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