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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张 艺 王 跃

　　江苏省盐城市地处黄海之滨，拥有江苏

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

地，是国际湿地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近年来，盐城市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

优势，主动策应和服务盐城绿色低碳发展示

范区建设，创新打造专业化法律监督、恢复性

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多元化协作机制

‘四位一体’生态检察模式，以法治之力守护

大美湿地生态底色。”盐城市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葛冰近日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能动履职

守护湿地良好生态

　　盐城检察机关能动履职，依法打击污染

水源、危废排放、非法捕猎等违法犯罪，积极

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先后开展“守护海

洋”“守护黄海湿地”等专项行动，努力将检察

力量转化为守护滨海湿地的生态效能。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全市检察机

关行政公益诉讼立案2915件，其中环境资源

领域1532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42件，获判

公益损害赔偿金合计1.2亿余元。1个环境资源

办案组被省检察院确定为重点专业化办案

组，1个集体获评全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先

进集体。

　　在守护湿地良好生态司法实践中，盐城

检察机关切实加大对湿地野生动物资源司法

保护力度。2021年，东台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

徐某交通事故致条子泥湿地内野生麋鹿死亡

民事公益诉讼案时，发现事故发生地未设置

相关警示标志，近年来已发生多起麋鹿被撞

事件。为此，检察机关向自然资源部门和属地

政府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相关行政机关安装

16套麋鹿出入警示标志牌，防止类似案件再

次发生。

　　针对湿地周边畜禽、水产养殖污染影响

水源地饮用水安全等问题，响水县人民检察

院部署开展“黄海湿地万亩养殖区生态保护”

专项监督活动，督促规模化养殖企业投入

1300余万元进行尾水处理设施和生态修复基

地建设，推动全县养殖行业系统治理。

　　2019年以来，盐城检察机关携手生态环

境、渔业渔政等部门常态化开展渔业资源保

护专项行动，推动建立常态化生态修复机制，

目前已督促恢复湖荡湿地1.86万亩。

多措并举

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

　　盐城检察机关将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生

态环境司法保护实践，坚持打击与修复并重，

在依法办案基础上积极开展生态修复。

　　2018年，东台市检察院在办理一起非法

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率先提

出“经济赔偿+公益劳动”替代性生态修复方

式，通过惩罚性赔偿震慑违法犯罪行为，组织

公益劳动补植复绿，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生

态有机结合。为放大社会效应，该院探索在东

台市林场区域建立占地200亩的盐城首家林

业生态植被恢复基地，利用专业化方式修复

受损生态环境。

　　截至目前，盐城市已建成13个检察生态

修复基地，实现全市10个县市（区）全覆盖，涵

盖林地、草地、大面积水体、内陆湖荡湿地、沿

海滩涂湿地、河道保护等多种类型。

　　2019年以来，盐城检察机关依托生态损

害赔偿资金，在生态修复基地开展增殖放流

20余次，投放鱼苗90万余尾、中华蟾蜍1.28万

余只、蟹苗1万余只；补植复绿30余次，补植林

木、草地面积500余亩；以公益劳动、公益宣传

等方式组织违法当事人劳务代偿100余次；现

场开庭8次，开展法治宣传活动46次，提供法

律咨询近百次。

　　为给湿地保护安上“科技引擎”，盐城检

察机关持续推动大数据深度应用，搭建公益

诉讼检测中心，目前已在近百件案件中使用。

探索开展“蓝碳”司法保护协作配合，将碳达

峰碳中和融入检察工作。

凝聚合力

深化跨区域协作机制

　　近年来，盐城检察机关着眼于海陆统筹，

探索创新湿地保护跨区域协作机制，不断凝

聚湿地保护社会合力。

　　2019年初，6名盐城籍江苏省人大代表联

名提出建议，建议尽快建立九龙口湿地保护

联动机制，被江苏省政府列为当年重点处理

的20件代表建议。

　　为此，盐城市检察院与扬州、淮安、泰州

等地检察机关建立九龙口、大纵湖湿地跨区

域保护协作机制，携手守护湖荡湿地。盐都区

人民检察院在此基础上联合兴化市人民检察

院以及两地法院、公安、环保、水务等16家行

政、司法机关会签《大纵湖湿地多部门跨区域

联动保护机制实施意见和运行办法》，协力打

造大纵湖湿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屏障。

　　机制建立以来，两地多部门多次开展联合

巡查，变检察机关“单兵作战”为多部门“兵团

作战”。目前盐都区境内围网养殖已全部拆除，

形成了260多公顷湖面，让湖荡湿地生机重现。

　　记者了解到，为有效汇聚检察力量守护

黄海湿地，2020年，黄（渤）海海岸线上天津、

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江苏6省15市的检察

机关签署《黄（渤）海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跨区

域检察协作框架协议》，共建黄（渤）海湿地公

益保护检察联盟，共抓黄（渤）海湿地生态大

保护。

　　根据框架协议约定，黄（渤）海沿线检察

机关围绕野生动植物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水

土资源保护等生态环境问题，建立案件管辖、

线索移送、调查取证、督促执行等生态环境保

护检察工作机制，聚力守护湿地良好生态

环境。

　　据介绍，盐城检察机关还扎实推进“六长

出题”专项工作，积极回应市县两级地方党委

书记、政府首长等提出的与湿地生态保护相

关课题，推动黄海湿地20余万亩养殖区生态

治理。加强“益心为公”志愿者平台建设，聘任

志愿者1300余人，提报案件线索278条，提供

专业化建议近百条，着力构建共治共享公益

保护大格局。

让湖荡湿地重现生机
盐城创新打造“四位一体”生态检察模式

　　本报讯 记者徐鹏 青海省人民检察

院近日举办以“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助力

美丽中国建设”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查庆九

会见了应邀参加活动的全国人大代表、省人

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和“益心为

公”志愿者。青海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

长宋兆录陪同参观。

　　活动中，青海省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

门负责人汇报了全省检察机关生态环境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特别是开展生态环境

公益诉讼巡回检察工作取得的成效，展示了

近年来全省三级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领域办理的野牦牛司法保护公益诉

讼案、祁连特有古树垂枝小叶杨保护公益诉

讼案、普氏原羚保护公益诉讼案、黄河行洪

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等典型案例，与会嘉宾

观看了公益诉讼检察办案短片。

　　座谈会上，嘉宾们对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在

助推青海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

肯定，围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服务生态文

明高地建设进行了座谈交流，对于加强和改进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宋兆录表示，青海省检察机关将把大家

的意见建议转化为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的

不竭动力，落实到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工

作全过程、各领域，充分利用“益心为公”志

愿者检察云平台，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推动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行稳致远，以法治之力服

务好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本报讯 记者王莹 福建省高级人民

法院近日举办法治副校长聘任仪式暨“法治

公开课 法官护成长”网络直播活动。此次活

动主会场设在福建省高院，分别在南平市、

尤溪县、惠安县设置分会场。截至20日18时，

各网络平台共吸引1490余万网友在线观看。

　　据介绍，担任法治副校长有助于发挥人

民法院在法治教育、预防犯罪等方面的职能

作用，提高青少年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此

次活动中，福建省高院又选派10名政治素质

高、业务能力强的法官担任福州市10所学校

的法治副校长，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目前，

福建省共有834名法官被聘任为法治副校

长，去年以来通过现场授课、模拟法庭、法治

进校园等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教育，覆盖500

余所学校近15万名学生，将法治的“种子”

播撒进校园。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

长欧岩峰表示，受聘的法治副校长要切实增

强责任感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发挥法院优

势、专业优势，结合未成年人年龄特点和心理

特点，帮助未成年人“系好第一颗法治扣子”。

　　本报讯 记者潘从武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召开“高效执行解民

忧 善意执行暖民心”新闻通气会，通报新疆

法院民生案件执行工作情况，发布涉民生执

行案件典型案例，将新疆法院执行工作服务

大局、护航民生取得的成效向社会公布。

　　据介绍，2023年以来，新疆法院主动融

入平安新疆、法治新疆建设，坚持“抓执行综

源治理”，压实监督管理职能，构建三级法院

“层级分明、责任明晰、齐抓共管”的执行案

件监督体系，落实期限预警、超期督办等措

施，新疆高院执行指挥中心巡检调度下级法

院执行指挥中心51次，协调27次；15家分中院

巡检调度辖区法院678次，协调151次，解决应

急事项4次。在执行工作中突出与群众幸福感、

获得感、满足感息息相关的执行指标，统筹好

“有数量的质量”和“有质量的数量”，首执案件

执行完毕率、实际执行到位率均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用实际执结效果兑现执行为民承诺。

　　对于群众反映最强烈、矛盾最尖锐、化解

难度最大、最亟待解决的“权益兑现”问题，新

疆各级法院执行干警敢于担当、主动作为，仅

涉执信访“百日攻坚”专项活动期间就发放执

行案款37亿余元，减少涉执信访问题产生。

　　本报讯 记者黄洁 实习生范嘉豪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近日对外发布《北京市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年）》。根据通

报，2022年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和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数量均有所下降，但从犯罪类型

上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而

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主要集中在盗窃罪、强

奸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

罪，占比超过七成。

　　据白皮书通报，2022年，北京市检察机

关共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98

人，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83人，

较2019年同比下降40.72%和35.39%。其中，占

比前五位的罪名分别为盗窃罪、强奸罪、寻

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而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

等八种严重犯罪人数占比均在25%以下，低

于全国平均值。

　　白皮书指出，互联网时代，未成年人利

用网络犯罪与利用互联网远程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类案件日益突出。此类犯罪涉及诈骗

罪、盗窃罪、敲诈勒索罪、强制猥亵罪、贩卖

毒品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其中涉嫌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未成年人数较为突出，需

要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和预防。

□ 本报记者 赵志锋

　　“我们的水浇地已经几年没浇水了，没

想到在检察院努力下，这么快就解决了！”

近日，看到哗啦啦的水从公益渠流过来，甘

肃省积石山县银川镇银川村村民马五麻激

动地说。

　　2018年积石山县大范围降水，洪水冲

毁银川村、新庄村农田灌溉渠拦水坝，当地

部分农田和花椒地灌溉受到严重影响，粮

食作物和花椒减产，群众收入减少。

　　2022年4月，积石山县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马凌云在银川镇调研时接到

群众反映灌溉难问题后，立即前往现场查

看，并安排办案干警核实情况。

　　办案干警接到线索后赶往现场调查取

证。经调查，银川村、新庄村拦河坝、渠道经

洪水冲刷，毁坏严重，无法灌溉农田，抽水

提灌涉及612户2520亩灌溉农田。

　　“该地常年降水量偏少，若不能按时灌

溉，会导致农作物严重减产、群众收入减少。”

办案检察官介绍说，该院依法立案，并向负有

监管职责的县水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接到检察建议后，我们高度重视，积

极申报积石山县花椒产业农田灌溉渠系建设

项目，得到批复后，及时组织施工。”县水务局

负责人介绍说，截至目前，已建公益渠引水

枢纽3座，更换泵站机电设备9处，改造渠道

2处，改造输电设施5处，修复拦水坝1处。

　　同时，县水务局以此次公益渠的设立

为契机，以点带面，对全县灌溉系统开展

“回头看”，解决影响全县群众农业生产灌

溉问题。

　　“检察公益诉讼解决了我镇银川村、新

庄村612户2520亩灌溉农田和花椒地的灌

溉问题，保障了粮食作物和花椒的灌溉用

水。”银川镇负责人说。

　　据介绍，积石山县检察院紧盯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依法能动履职，着力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助推乡村振兴贡献检察力量，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青海省检察院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

福建高院开展法治公开课网络直播

新疆高院善意执行推动矛盾化解

北京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

1份诉前检察建议破解612户群众灌溉难题

   9月23日，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举

行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战果展暨追赃返还活动，

依法将今年以来追回的被盗被骗物品和现金返还

给受害者。在活动现场，市中分局还设置了防范非

法集资、网络安全、治安管理、禁毒宣传、反诈宣传

等咨询展示摊位，以“爱心集市”方式为群众提供法

治宣传服务。图为民警向小朋友开展反诈宣传。

本报通讯员 郝鑫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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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全

省设置了‘ 1、3、5分钟’快反圈，组建最小应

急单元。”广东省委平安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广东还不断加强公安武警联合武装巡

逻，建设治安巡防管控“四个一”体系，打造

网上网下融合、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打防

管控一体的社会治安新格局。

　　统计显示，近3年，广东刑事警情、八类严

重暴力犯罪案件、命案发案均同比大幅下降。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政法各部门精准施

策、久久为功。如，以打开路、打防并举，挂牌

整治重点地区和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扫黑

除恶斗争，12337平台线索按期核查完结率达

100%，目标逃犯到案数全国第一；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立破案、排查问题隐患、追赃挽损

等综合指标居全国前列。

　　针对问题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等重点

人群服务管理，广东加强人文关怀和跟踪帮

扶，省市县三级社区矫正委员会已全覆盖，

社会心理服务站（室）乡镇（街道）覆盖率达

100%。针对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全覆盖推进

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范排查、重大危险源企

业和重大危险源排查等专项整治，同时高标

准抓好防汛防旱防风工作。2022年，全省安全

生产事故数、死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同比

均明显下降。

创新发展基层治理“枫桥经验”

　　梅州“定分止争客家围屋法”、潮州“茶

文化六步调解法”……一批富有岭南文化特

色的创新实践在基层解纷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助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

　　近年来，广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

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当前，广东正全力构建“1+6+N”基层社

会治理工作体系，把乡镇（街道）作为“一站

式”矛盾纠纷调处“主战场”，以综治中心为

枢纽，以综合网格为单元，以“粤平安”社会

治理云平台为支撑，整合法院、检察、公安、

司法行政等基层力量，不断夯实平安建设根

基。目前，全省已建成镇街综治中心1609个，

配备专兼职网格员19.6万名，实现网格化服

务管理全覆盖。

　　广州“红棉指数”、深圳“社区发令、部门

执行”机制、惠州“粤心安”健康服务社、江门

“综治中心+信访超市+外送服务”机制、清远

“网格化+信息化”“网格员+信息员”建

设……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广东各地

不断探索创新，推出不少新经验、好做法。其

中，广州“最小应急单元”、深圳群众诉求“光

明模式”、珠海“平安+”指数、汕尾“民情地

图”等经验做法在全国获交流推广。

　　人民群众是基层治理的源头活水。目前，

广东建立各类群防群治组织9.2万个，各地城

区“一社区一警两辅”、农村“一村一警（辅）”

覆盖率达100%。今年8月，广东首次在省级层面

召开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表彰大会，为建设更

高水平的平安广东汇聚强大正能量。

率先建成行政执法“两大平台”

　　“我们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

进平安广东建设，为平安广东建设铺好法治

之轨、畅通法治之道。”广东省委平安办有关

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一方面，广东用法治思维谋划

平安建设。始终把法治方式作为推动工作、

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在全国率先印发贯彻

实施民法典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

见，率先建成行政执法“两平台”（即信息平

台和监督网络平台），并实现省市县镇四级

应用全覆盖，深圳、珠海、广州南沙区获评全

国首批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

　　另一方面，用法治方式解决矛盾问题。不

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民事诉讼程

序繁简分流改革，更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

决社会矛盾。同时，不断完善调解、仲裁、行政

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的多元化解

纷机制，认真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

　　此外，用法治力量引领社会风尚。深入

实施“八五”普法规划，全面落实“谁执法谁

普法”普法责任制；推进“一站式”诉讼服务

体系建设，全省法院跨域立案服务覆盖率达

100%；持续加大公益诉讼办案力度，提升公

益诉讼质效；深化“放管服”改革，365项公安

服务事项上线“粤省事”；实行法律援助申请

“市域通办”，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基本形成……

　　“广东始终以法治力量引导人们向上向善，

从源头减少社会矛盾和问题。”广东省委平安办

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

广东，以新安全格局护航广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周孝清 通讯员陈汉辉

江西省公安厅近日以“除枪爆、护稳定、保民

安”为主题组织全省公安机关开展集中销毁

非法枪爆物品活动。记者获悉，此次活动共

销毁各类非法枪支5027支、仿真枪168支、管

制刀具3044把、弓弩181把。

　　据了解，一直以来，江西省公安厅高度

重视并推进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全省枪爆物品安全形势持续平稳。今年6

月8日，按照全国统一部署，江西开展新一轮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三年专项行动。全省

各级公安机关发挥主责主战作用，积极会同

综治、网信、邮政、检法、交通等职能部门，多

波次轮番推进，分条线、分区域发起集群战

役和区域会战，持续掀起高压严打强大声

势。截至目前，全省共侦破涉枪涉爆案件429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522名，清查收缴仿

军用枪、猎枪、小口径枪、土铳等各类非法枪

支1518支、子弹12.79万余发，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14.3吨。

江西警方集中销毁非法枪支5027支

　　本报讯 记者李光明 近

日，一起由安徽省旌德县人民检

察院以认购碳汇方式进行替代

性修复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获

得法院支持。这是该院探索建立

“碳汇+检察”生态检察机制的一

次生动实践。

　　据悉，为解决在破坏森林资

源等涉林案件中所面临的当地就

地补植复绿条件弱、生态环境损

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

尚未弥补、环境侵权人修复能力

不足等生态修复难题，旌德县检

察院探索建立了“碳汇+检察”生

态检察机制。

　　在推行“碳汇+检察”办案过程

中，旌德县检察院坚持当事人同

意、法院支持、符合替代性修复条

件且有碳汇测算报告的“三要素齐

备”原则，严格把好案件适用“入口

关”。案件当事人将用于认购碳汇

的生态修复赔偿金缴纳至司法碳

汇账户，账户由政府统筹管理，以

种植、养殖补贴形式发放给生产经

营效益好的企业或用于碳汇技术

的升级改造，积极构建碳汇资源转

化增值体系，促成本地碳汇交易基地形成。

　　目前，旌德县检察院积极探索“异地认购碳

汇”公益诉讼模式，与长三角地区检察机关建立

跨区域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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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镇村办企业上门“体检”

　　“生产经营中是否存在纠纷，企业信誉是否

受到侵害？”去年8月，佳木斯市司法局领导带领

律师科工作人员及公益律师服务团深入桦南县

圣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孙斌鸿源农业开

发集团，开展乡镇企业“法治体检”活动。公益律

师服务团现场对企业提出预防风险、化解纠纷的

意见和建议，为企业讲解涉农法律政策，进一步

优化乡镇企业营商环境。

　　佳木斯市司法局局长孙果刚告诉记者，近

年来，市司法局组建公益律师服务团，围绕乡村

企业经营发展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积极开展“法

治体检”，进一步优化乡村企业营商环境。年初

至今，累计深入20家乡村企业开展“法治体检”

活动，审查修改合同9件，解答法律咨询100余

次，发放宣传手册2000余册。

　　佳木斯市司法局打造“法援惠民生品牌”，

开辟农民工“绿色通道”，对三农案件“优先办”，

特定事项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简化申请程

序，优先受理、审查、指派、办理，全市各级公共

法律服务平台提供涉农法律咨询8725人次，办

理农民和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156件，挽回损失

或取得利益137.19万元。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佳木斯市司法行

政系统用实际行动，有效解决了一大批农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

为平安建设铺好法治之轨畅通法治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