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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 本报通讯员 闫敏 王雄艳

  近年来，陕西省榆林市产业园区增长势头日益强

劲，如何切实做优高端能源化工产业，助推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检察“双进”服务产业园区便是该市的探索

与实践。2024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积极在产业园区挂

牌设立12309检察服务站，设立民营企业法律服务“绿

色通道”，推动法律服务关口前移，以检察履职为园区

营造优质法治环境。

营造优质服务环境

　　走进位于榆阳区产业园区的榆阳区中心敬老院，

优美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院落干净整洁，空气清新，

三三两两的老人聚在一起，或下棋，或锻炼，或闲

谈……处处洋溢着温馨、幸福的气息。

　　“之前对面的空地上倾倒了大量建筑垃圾，生怕会

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现在终于可以放下这份担忧

了。”住在榆阳区中心敬老院的老人王关祥向“回头看”

的检察官说道。

　　近年来，随着入驻产业园区企业数量的增加，相关

建设项目增多，乱运、乱倒建筑垃圾问题随之而来，制

约着产业园区的健康发展。榆阳区人民检察院12309检

察服务站检察官谢欣介绍，2023年2月，该院公益诉讼

检察干警在走访榆阳区产业园区时发现了这一问题。

　　经深入调查后，检察干警发现该产业园区存在诸

多监管漏洞。于是，2023年2月22日，榆阳区检察院依法

向有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

职责。检察建议发出后，相关部门积极行动，落实检察

建议要求。截至目前，原有建筑垃圾已全部清理，受损

公益已得到恢复。

　　“检察机关在产业园区挂牌设立12309检察服务

站，是对我们履职的督促，更是推动我们产业园区高质

量发展的有效助力。”榆阳区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书

记罗磊说道。

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自拟合同不规范，导致交易过程中企业资金受到

损失怎么办？”“员工工伤报销有哪些注意事项？”……

翻开定边县检察院检察“双进”来访走访登记表，企业

反映问题和检察机关处理结果跃然纸上。

　　定边县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检察监督职责中发

现，定边县产业园区内某道路两侧有多处生活垃圾随

意露天堆放。经实地调查取证、走访周边居民，查明定

边县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未依法履行辖区垃圾管理和

环境保护职责的事实。2023年11月，定边县检察院向定

边县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治理

露天垃圾，消除环境污染。

　　“人居环境整治事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生活垃圾处置不到位，会影响当地的营商环境，损害投

资企业信心。”定边县检察院检察官米富华认为。

　　2024年7月，定边县检察院与该园区管理委员会就

生活垃圾治理方案进行磋商，双方达成共识，对园区内

随意堆放的生活垃圾进行清理，同时建立行之有效的

生活垃圾处置方案，确保园区高质量发展。

　　“感谢检察机关的高质效履职办案，为我们打造干

净、整洁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还为园区内的企业送上

法治教育大礼包。”定边县产业园区某企业负责人张巨

涛向定边县检察院送法进企业的检察官表达谢意。

　　今年以来，榆林市检察机关已深入68家企业调研。

法治护航，让产业园区各项工作按下“快捷键”，在该

地，“检察蓝”也成了产业园区的特有“保护色”。

堵塞经营管理漏洞

　　今年8月，神木市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民营企业内部

犯罪案件。任某某、石某某系某矿业有限公司的仓库管

理员，其中石某某负责电缆线的保管。2024年1月，二人

通过金钱收买保安高某某放行，用两辆半挂车将未使

用的矿用电缆线运到某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出售。

经鉴定，被盗电缆价值99万余元。承办检察官认为，被

告人任某某、石某某、高某某构成职务侵占罪，应依法

予以惩处。

　　神木市检察院检察官白欢表示，园区内高新技术

企业多，企业内部发生职务侵占行为给企业带来的不

仅是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容易引发专利技术、商业秘密

泄露等风险。

　　针对产业园区内企业实际情况和其暴露出来的管

理漏洞，神木市检察院及时制发检察建议，努力消除职

务侵占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为企业堵漏建制。

　　“榆林市检察机关将结合‘检察护企’专项行动，立

足本地经济发展实际，深化检察‘双进’服务全市产业

园区高质量发展工作，书写好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全市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榆林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杨军说。

□ 本报记者  石 飞

□ 本报通讯员 范江红 苏 鹏

　　“要不是在这里得到有效救治，我的腿可能已经

截肢了。”坐在轮椅上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强制

隔离戒毒所戒毒人员冯某拉起裤脚，微微活动着即将

痊愈的左腿感叹道。

　　原来，冯某因为吸食毒品导致家庭生活陷入困

难，他绝望到想要一跃而下，结束一切，却求死未

遂，还差点因此失去左腿。直到5个月前他被送到大

理州强制隔离戒毒所内的专门监管治疗场所——— 大

理州特殊监管医院。得益于医生的精心治疗和戒毒

民警的严格监管与温暖帮扶，冯某的身体状况有了

明显好转。

　　作为全省首家复合型特殊监管医院，该院针对病

残违法犯罪人员的监管、治疗难题，开出一剂“警医合

作”良方，有效破解了监管场所收治收押病残人群难、

出所就医难等问题。

  “相当于把最好的三甲公立医院‘ 请进来’，

解决医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问题。大理州人民医

院作为合作帮扶医院，负责医疗、医保、医药‘ 三

医’工作，并实行同质化医疗管理。”大理州强制

隔离戒毒所党委书记、所长董海斌介绍说，除大

理州强制隔离戒毒所原戒毒康复医疗中心部分

医护人员，大理州人民医院4名医生、4 名护士常

规驻点大理州特殊监管医院 ，开展日常诊疗工

作。此外，大理州公安局还根据病残犯罪人员的

监管需求，按照警力配比要求进驻医院，加强监

管力量。

　　“大理州特殊监管医院成立运行，切实为基层民

警减负增效，让我们有了‘医’靠。”大理市公安局开

发区派出所副所长黄晓峰说。

　　“‘警医合作’模式不仅实现了病残违法犯罪人

员的应收尽收，还消除了监管对象外出到社会医院

就医的安全风险，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基层办案单

位和监管场所的‘送不进’和‘收不了’的难题。”董

海斌介绍说，目前，医院设有床位100余张，其中包括

近20张传染病隔离治疗区床位。

　　据统计，截至目前，医院已累计收治病残违法犯

罪人员近60人，累计出院30余人，现共有在院治疗戒

毒人员和刑事犯罪人员20余名。患者来自大理州、昆

明市、楚雄彝族自治州、保山市、临沧市等省内多地

公安看守所和戒毒所，患有心血管、膀胱癌、呼吸传

染、骨科外伤、酒精依赖等疾病。

　　“省戒毒管理局全力支持大理州特殊监管医院

的建设，对病残吸毒人员进行专管专治，从源头上破

解了病残违法犯罪人员监管、就医治疗等难题，对探

索新形势下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毒品治理能力

和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云

南省司法厅党委委员、省戒毒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杨华表示，作为全省首家(州)市级特殊监管医院，大

理州特殊监管医院不仅满足了州内病残违法犯罪人

员的监管治疗需求，还将其职能拓展至周边州(市)

的公安机关和戒毒场所。医院正逐步向“立足大理、

辐射滇西、服务全省”的目标迈进，为净化社会治安

环境、增进民生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为平安法治建设

作出积极贡献。

□ 本报记者  曹天健

□ 本报通讯员 解 豪 徐 哲

　　近日，由迪拜飞往山东青岛的MU794次航班抵达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山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青岛机场

边检站执勤三队4名小组成员，在全面启用的中转旅检

大厅为办结国内航段登机牌的旅客办理入境通关手续。

今年8月16日，胶东国际机场新开通国际通航航班服务，

从旅客下机到办理完中转入境手续，全程不到30分钟。

　　“我们力争在巩固日韩门户优势、拓展东南亚和洲

际航线、打造国内国际中转枢纽等领域不断寻求便民利

企新举措。”青岛机场边检站党委书记、站长王大鹏说。

　　同样，今年8月，青岛机场边检站启用的“外国人

入境卡自助填报终端”一经使用便获得了广大入境旅

客的赞誉。

　　“这个自助机太方便了，以前我们一家人候检时间

大都浪费在填写手写卡上，现在，登机前，航空公司提

供二维码，我们提前填写好，回来就直接打印出来了。”

由悉尼入境的仝先生激动地说。

　　为提升通关效率，青岛机场边检站还在机场设置了

“快捷通关备案通行一体化”设备，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直

接在此设备上录入指纹，不用排队，节约了大量通关时间。

　　该站今年以来还结合暑期客流快速增长态势，持续

加强引导和疏导力度，开启幼童老人“绿色通道”；针对航

空公司数据滞后的申报痛点，研发推行“出境通关信息

服务系统”，帮助各航空公司快速申报、准点起飞。据悉，

目前青岛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已经突破去年总数。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 本报通讯员 张 杰 蓝 莹

　　去年以来，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常态化开展集

中执行专项行动。四季轮转，风雨不移，法院跟进执行

关键环节，实现执行工作提质增效，重点工作落地见

效，全面保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我想与你们进行和解，每月偿还一部分欠款，不

要把我抓进去。”被执行人邱某主动找到申请执行人

表示自己想要和解。在执行干警组织双方沟通后，最

终达成还款协议，邱某每月在保留基本生活费后将剩

余款项用于偿还债务，案件终于和解。

　　去年文成县召开县委法院工作会议，将常态化开

展“执护营商”集中执行行动作为主要抓手之一，重点

聚焦涉民生、小标的案件，严厉打击“老赖”的“拖、躲、

逃、赖”行为。邱某就是一次集中执行行动的目标对象

之一。

　　截至目前，文成县法院已开展“执护营商”集中执

行行动10次，对200余件执行案件进行现场走访，共拘

传被执行人51人，拘留5人，促成案件和解、执毕42件，

执行到位400余万元。

把急难愁盼解决在一线

　　被执行人行踪难觅，执行财产变现难、周期

长……执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也是人民群众的

急难愁盼，如何高效把一纸白纸落地成真金白银？运

用好人民法庭贴近基层乡镇、群众的优势至关重要。

　　文成法院立足工作实际，积极探索人民法庭直接

执行工作新机制，在珊溪法庭设立执行试点，珊溪、巨

屿、桂山辖区的案件实现就地审理、就地执行。同时，

推动“法庭直接执行”与“分段集约”有效衔接，坚持

“法庭直接执行”和“执行局一体管理”高效结合，创建

“统一立案、集中查控、法庭执行”的办案新模式。

　　将执行工作下沉至法院最基层，可以充分发挥人

民法庭查人找物优势。今年以来，珊溪法庭引导各方

力量参与执行工作49次，通过人民调解员了解7起涉

劳工工资案件，现已全部妥善处置。这是文成法院深

入一线，把心贴近人民、把人民的事情办好的一个

缩影。

把司法期盼从纸上落到事上

　　执行积案，在法院是一叠纸，在老百姓心中却是

一座山。

　　“终本出清”就是要解开“执行不能”桎梏，想方设

法让法院判决落地见效，兑现当事人的胜诉权益。去

年，文成县在党委层面开展深化执行“一件事”改革工

作会议，在党委的统领和协调下，县域协调配合机制

不断完善，形成县、乡镇、村社三级多元执行体系，院

领导带头下沉一线，依托“员额法官进乡村”机制，组

团式分片区联系17个乡镇、211名庭务主任。目前已陆

续向各乡镇推送执行积案，由案件被执行人属地乡镇

牵头协助执行。

　　文成县法院执行局局长陈尔赞说：“下一步，将继

续保持执行的高压态势，以强力执行，保障胜诉当事

人合法权益，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

“检察蓝”成产业园区特有“保护色”
榆林深化检察“双进”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托举病残人群的“生命灯塔”
云南成立大理州特殊监管医院

统一立案 集中查控 法庭执行
浙江文成法院多举措促执行工作提质增效

  图为2024年5月23日，榆林市人民检察院调研组一行深入靖边县华伟塑业有限公司调研废旧农膜回收再

利用情况。 本报通讯员 袁子惠 摄    

□ 本报记者  邓 君

□ 本报通讯员 陈慧婷 赵彩红

　　

　　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

治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近年来，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探索

科学配建法官团队、“法院+N”多元

解纷、“多语”普法等路径，切实为少

数民族群众提供快捷高效的解纷服

务。2024年以来，连山法院诉前调解

案件数275件，调解成功232件，成功率

达84.36%。

建“双语”法官团队

　 　 连 山 县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占 比

65.74%，为高效化解少数民族纠纷，连

山法院选配熟悉民族地域环境、知晓

当地民风习俗、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

法官组成“双语审判团队”。该团队用

当事人听得懂、有亲近感的地方话，将

准确适用法律与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

惯结合起来，大幅提升了解纷效率。

　　今年6月，连山法院立案庭民族法

官黄仁向诉前成功调解了一起壮族群

众间的债务纠纷。

　　“大家都是比侬达侬(壮语“兄弟

姐妹”的意思)，说不定几百年前是一

家。我们壮族人讲的就是积善积德，情

比利大。”黄仁向结合当地民俗以及民

法典关于履行还款义务等法律条款，

释法说理。经过半小时的沟通，双方当

事人达成和解。

　　据悉，2024年以来，连山法院民族

法官团队诉前调解涉少数民族纠纷共

128件，调解成功率达88.27%。

“法院+N”多元解纷

　　有效化解少数民族纠纷，除了依靠法治，还离不开

多元治理力量的支持。

　　今年5月初，连山法院永和法庭联合族老成功化解

一起瑶村之间的纠纷。

　　甲、乙、丙、丁四个村原先是相互独立的自然村，后

来合并成立了某行政村，由村委会统一管理。甲村把本

村的一栋房屋卖出，用于建设行政村的公共设施。乙村

部分村民听信谣言，认为甲村房屋卖出的款项被甲村

村民私领了，于是煽动乙村村民收回乙村办公楼使用

权，不让行政村村委会使用。

　　经多次调解无果后，村委会负责人请求永和法庭

协助调解。李法官了解情况后，搜集并核实甲村房屋款

项用于公共项目的证据，随后又邀请乙村族老、镇政府

相关人员、村委会负责人一同前往村里调解。

　　“你们看，这是建设合同、购买办公用品的发票，卖

了甲村办公楼的钱都用在这了，这桩桩件件，哪项福利

不是大家共享的？”李法官用地道的瑶语对乙村村民

说道。

　　“这些证据我们都核实了，不相信的可以过来看。”

族老也边说边招呼乙村村民上前核对。

　　随后，李法官、族老分别从法、理、风俗人情等角度

劝导乙村村民尊重事实，以和为贵。最终，这场纠纷得

以圆满化解。

　　为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连山法院扩

展“法院+N”清单，构筑“法院+交警”“法院+妇联”“法

院+族老乡贤”“庭所共建”等调解矩阵。近三年，连山

法院通过“法院+N”诉前成功调解纠纷230余件。

“多语”普法接地气

　　连山县内有23个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有壮乡三月

三歌圩节、四月八牛王诞、七月香戏水节等。利用传统

民族节日普法，是连山法院的一大特色。

　　连山法院民族小分队充分发挥语言优势，用壮语、

瑶语、连山本土话、粤语、普通话向过往群众讲解民法

典、防范电信诈骗、禁毒、妇女儿童维权等法律法规，把

宣传单的内容转化为“接地气”“入民心”的民族语言、

地方土话，鼓励大家用法律解决矛盾纠纷、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此外，连山法院还选取具有典型性的案件开展“巡

回审判+普法”，将法庭搬到生态区、田间地头及百姓

家门口，实现以案普法零距离。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赵 丹

　　

　　11月8日，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

民检察院联合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人民

检察院，共同对一艘流窜两省黄河河道

非法营运、危害白天鹅安全问题的无证

船只展开公益诉讼实地调查，三门峡市

人大常委会委员、白天鹅保护协会会长

张明云受邀参与现场监督。

　　每年冬季，有上万只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白天鹅飞临三门峡市天鹅湖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栖息越冬，三门峡也因此被

誉为“天鹅之城”。2023年9月26日，三门

峡市检察院组织开展“生态环境公益诉

讼检察助力美丽中国建设”检察开放日

活动，张明云建议，检察机关应发挥公益

诉讼检察职能，加强珍稀野生鸟类保护，

依法打击危害白天鹅等珍稀野生鸟类的

行为。三门峡市检察院经线索评估后，指

定湖滨区检察院办理。

　　湖滨区检察院经实地走访查明，每

年冬季，不少游客将面包、膨化食品等随

意丢入湖中投喂白天鹅，并存在违规垂

钓行为，鱼钩、鱼线容易对白天鹅身体造

成伤害，遂依法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办

案人员发现，相关行政机关存在职责交

叉等问题，造成监管缺位。今年1月25日，

湖滨区检察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明

确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督促其完

善管理制度，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监管。

　　随后，湖滨区检察院自主研发的“天

鹅之‘益’”公益保护微信举报平台全面

上线运行，群众扫描二维码可实时举报，

集公众力量共同守护黄河水脉，深入营

造人人监督、共同保护的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湖滨区检察院“天鹅之‘益’”公益保护

微信举报平台收到举报线索20余件，依法督促相关部

门进行整改，全部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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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欢

□ 本报通讯员 李楷峰 蹇雨辰

　　

　　“你想拆掉这面墙，占用我的面积建房子，不可能！”

　　“我今天就要拆掉这面墙！”

　　……

　　今年4月，湖北省大冶市陈贵镇李河村，毗邻而居

的同宗兄弟俩，因宅基地使用问题发生冲突，弟弟一

板砖将哥哥拍伤。

　　然而，弟弟平日以打零工为生，难以承担2万余元

赔偿。多番讨要无果，哥哥来到大冶市综治中心，请求

政府主持公道。

　　大冶市综治中心、陈贵镇综治中心、李河村人民

调解委员会三级联动，在当地派出所、司法所、李氏宗

族长辈等参与下，弟弟最终赔偿哥哥医疗费1万元，并

就宅基地使用问题达成共识。

　　近年来，大冶市深入推进“一站式”多元化解矛盾

纠纷，规范市镇村三级综治中心实战化运行，让群众

反映问题、解决矛盾“只跑一地，只进一门”。

　　走进大冶市综治中心，只见来访接待、法律服

务等五个功能区有序排列，政法、信访、司法、退役

军人服务等部门集中入驻，为来访群众提供纠纷调

解、法律咨询、心理疏导、维稳救助、困难帮扶等

服务。

　　2022年，大冶市委市政府按照平安稳定一线“指

挥部”、市域矛盾化解“终结地”定位建设新综治中心，

并于2023年9月中旬正式建设使用。

　　“我们现已实现对群众诉求一站式接收，一揽子

调处，全链条解决。”大冶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

中心副主任吴运刚说。

　　建强市级综治中心这个“龙头”的同时，大冶市快

速推进市镇村三级纵向体系和市级部门横向体系建

设，着力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体系。

　　今年以来，大冶各级综治中心“访情、警情、案情、

舆情”共流通信息5360条，每日会商研判、提前介入，

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矛盾纠纷调处案件1662件，

调解成功率97%，实现了“全面研、精准交、高效办、跟

进督、圆满结”工作闭环。

　　大冶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毛文胜介绍，该市现

已明确“六三一”工作目标，即全市60%以上的矛盾纠

纷化解在村(社区)一级，30%左右的矛盾纠纷化解在乡

镇(街道)一级，剩下10%左右的重大矛盾纠纷在市级化

解，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基本解

决在县域”。

大冶规范三级综治中心实战化运行

解决矛盾纠纷“只跑一地”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糟宇豪 于 梅

　　今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公

安机关紧紧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推动“警企

融合”走深走实，将公安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

去谋划，创新推出安企暖企“精准警务”模式，让“护企

安商”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不要等到企业找上门来才解决问题，要主动去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奇台县公安局西北湾派出所所长

王曰东说。奇台县公安局结合辖区企业发展特点，创新

建立“纠纷联调、力量融合”机制。今年以来，共处理涉

企警情12起，化解涉企矛盾纠纷8件，实现辖区企业“零

发案”，为辖区企业生产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能源”、

新“活力”。

　　蓝天白云下，座座白色风车擎天而立、排排蓝色光

伏板熠熠生辉，取之不尽的风能、太阳能就地转化为绿

色电能，让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在新能源赛道崭露锋芒。

今年以来，木垒县公安局围绕“八大产业集群”建设，在

警企深度融合，护航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不断发

力，以优势警力组建“护企警务服务队”，搭建助企服务

绿色通道，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为全州新能源

产业发展奠定了“平安之基”。

　　架起警民“连心桥”，筑牢平安“第一线”，昌吉州公

安机关聚焦警企融合，以党建为引领，打通为企纾困、

为民解忧、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形成了政府统

筹、警务主导、企业参与的齐抓共管格局，全面夯实了

“警企融合”社会治理的基础，实现了警企互促和基层

治理的双赢。

昌吉公安创新“精准警务”模式

“护企安商”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青岛机场边检站聚力寻求

口岸通关便民利企“最优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