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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怡 刘子阳
校对/宜爽

□　本报记者 申东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举办
“典亮生活 守护美好”检察开放日活动。《法
治日报》记者从活动中获悉，民法典实施以
来，宁夏检察机关办理各类民事监督案件

（含支持起诉）11463件，提出监督意见8200
余件。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颁布实施，这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实施
以来，宁夏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积极贯彻
落实民法典，紧扣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关键
点，以精准监督保障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
筑牢法治根基、彰显为民温度。

高效办好民事生效裁判监督

　　2025年1月，银川市人民检察院收到了
一面锦旗，是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中当事
人送来的。宁夏检察院民事检察部检察官助
理王粉琴告诉记者，2014年10月，卢某因经
营餐厅与供货商齐某就粮油款发生纠纷，被
齐某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卢某支付拖欠齐某
的粮油款5万余元。判决生效后，卢某付清了
粮油款。谁知时隔7年后，齐某再次起诉卢某
支付同一时间段的粮油款3万元，而此时卢
某餐厅倒闭，母亲重病，生活举步维艰。
　　“我们调阅千余张凭证发现，齐某两次
诉讼的证据存在矛盾且已超诉讼时效，但法
院一审未采纳时效抗辩。检察机关通过再审
检察建议，针对本案疑点据理力争，最终法
院改判，驳回了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谈及
监督过程，王粉琴仍记忆犹新。
　　2021年以来，宁夏检察机关以全面实施

民法典为契机，从群众普遍关心的民间借贷
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等“小案”入手，共
办理生效民事裁判、调解书监督案件3391
件，经审查，提出抗诉171件，提出再审检察
建议333件，法院同期改变418件，占法院审
结数的86%，监督意见精准性不断提升。对依
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2404起案件，检察
机关同步做好释法说理、服判息诉工作。通
过公开听证、检察长接访、领导包案、值班律
师接访等多种方式和途径，促成和解息诉
218件。

精准开展虚假诉讼案件治理

　　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民
事虚假诉讼不仅对诚信社会建设构成严重
威胁，更对社会诚信体系造成冲击。
　　近日，永宁县人民检察院自建“劳资纠
纷虚假诉讼”监督模型，被最高人民检察院
纳入全国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此
监督模型，源于一件“不起眼”的劳务纠纷
案：一对夫妻被开出异常高的工资，且拖欠
两年未给，奇怪的是资料显示这对夫妻仍持
续工作。经检察官调查，发现此案是为了获
取法院文书向发包方索要工程款而伪造的
证据。
　　“这个案子虽然已结案，但我们想劳资
纠纷案件涉及虚假诉讼，绝不是个案。”永宁
县检察院民事行政公益诉讼部检察官助理
王昕煜告诉记者。随后，永宁县检察院建立
“劳资纠纷虚假诉讼”监督模型，筛查发现17
条线索，提出监督纠正意见9件，均获法院改
判。目前，银川、吴忠等5家检察机关都应用
了这个监督模型，共计成案10件。

　　“针对虚假诉讼线索发现难，全区检察
机关坚持数据赋能，推动监督提质扩容。”自
治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我们收集整理
最高检及外省获奖的13个虚假诉讼法律监
督模型，在全区推广应用，并组织全区办案
力量对‘确认劳动关系补缴社保虚假诉讼’
‘职业放贷人’等模型集中研判、排查线索。”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刑民交
叉类案”监督模型，监督法院纠正17件民间
借贷虚假诉讼案；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检察院
运用“医疗保险民事法律”监督模型，提出检
察建议督促退回违规保险的27万元医保
基金。
　　去年以来，全区检察机关共办理涉民间
借贷、劳动争议等多个领域民事虚假诉讼监
督案件65件。综合运用抗诉、再审检察建议、
检察建议提出精准监督意见58件。移送犯罪
线索7件13人，6人已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
有力震慑虚假诉讼违法犯罪，助推“假官司”
问题得到有效治理，推动社会诚信体系
建设。

切实维护困难群众根本利益

　　在民法典的普法宣传和司法实践中，宁
夏各级检察机关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近日，同心县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涉
案金额高达173万余元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案。刘某某以陕西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名
义承揽同心县某小区二期工程项目，拖欠占
某某等48名农民工工资共计173万余元，同
心县劳动监察大队向其下达了《劳动保障监
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后，其仍未支付。同心县
检察院依托“两法衔接”工作机制，通过信息

共享平台发现线索。通过翻阅行政执法卷
宗，就专业性问题咨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方面的特邀检察官助理，并与同心县人社局
积极对接和沟通，发现涉案公司存在拖欠工
资情况，涉嫌刑事犯罪，依法建议人社局向
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同时监督公安机关
及时立案侦查。
　　参与办案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普通犯
罪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张楠告诉记者，公安机
关立案后，检察机关及时提前介入，引导侦
查机关收集、固定相关证据材料。在审查起
诉阶段依法办案的同时，联合人社部门向涉
案公司阐明法律责任和社会影响，同时向被
欠薪工人释法说理、安抚情绪。最终，刘某某
全额支付拖欠的173万余元工资，48名农民
工权益得到实质保障。随后，检察机关经审
查并召开公开听证会，听取人民监督员的意
见，依法对刘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处理。
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将打击欠薪
犯罪与追讨欠薪同步推进，帮助劳动者顺利
拿到劳动报酬，体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坚决态度，同时，也有利于维护企业今后的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最大程度保障劳动者合
法权益。
　　自2024年以来，宁夏检察机关开展“工
程建设领域劳动报酬权益保护”专项活动，
采用“支持起诉+调解”模式，支持农民工起
诉296件，帮助讨回薪酬552.26万元。在吴忠
市，通过大数据筛查“12345”热线，主动发现
欠薪线索。在固原市，检察官现场组织磋商
会，针对个案特点从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
明情理三个维度，开展支持起诉调解工作，
积极引导当事人和解，有力维护了农民工合
法权益。

宁夏检察精准监督保障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

4年办理各类民事监督案件11463件

关注·世界环境日

□　本报记者   张  冲
□　本报通讯员 崔晓翕

　　“现在开庭！”在庄严的国徽下，清脆的法槌
声在莲花湖畔荡漾开来。在世界环境日即将到
来之际，黑龙江省海林市人民法院到三道镇边
安村公开审判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案件，
并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法院、检察院、农业农村
局干部及村民代表20余人现场旁听庭审。
　　莲花湖位于海林市东北部、林口县西北
部，水域面积广阔、生态资源优良、渔业资源
丰富，众多生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维持着
生态系统的平衡。
　　2024年6月，被告人马某在海林市三道

镇边安村莲花湖河湾处非法捕鱼59斤，经
公安部门鉴定，马某使用捕鱼网均为“迷魂
阵”，属于禁止使用的捕鱼工具，且案发时
莲花湖水库属于禁渔区域。海林市法院经
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相关规定，禁渔期在莲花湖禁渔
区使用禁用网具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
行为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告人马某
如实供述其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事实，
且自愿认罪认罚，主动履行水生生物资源
修复义务，酌情从轻处罚。最终判决被告人
马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四个
月，缓刑八个月。
　　“我不应该为了一己私利，在禁渔期禁渔

区擅自非法捕鱼。我自愿履行生态修复义务，
放生鱼苗。”5月28日宣判后，被告人马某认罪
认罚，在法院、检察院、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的
见证下，履行生态修复责任，将1万余尾鱼苗
投放于莲花湖中。
　　“禁渔期使用禁用工具捕鱼、毒鱼不仅触
犯法律，更会断了子孙后代的生态家园。”法
官在庭审结束后以案释法，向村民强调非法
捕捞的法律后果。
　　海林市法院环资审判庭负责人姜新昆表
示，从“坐堂问案”到“送法下乡”，既是对破坏
生态行为的警示，也是对人民群众环保意识
的唤醒，实现了“审理一件、教育一片”的社会
效果。

莲花湖前的开庭审判

　　本报沈阳6月4日电 记
者韩宇 实习生窦靖涵 在
辽宁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辽宁省高
级人民法院介绍《辽宁法院
生态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白皮
书》有关情况。2020年至2024
年，辽宁法院共受理各类一
审生态环境资源案件9612
件，审结9454件，其中6件入
选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
为服务保障辽宁全面振兴新
突破3年行动提供了有力司
法支撑。
　　5年来，辽宁法院充分发
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审理各类生态环境资源
案件，为辽宁绿色发展筑牢
了司法防线。在刑事审判领
域，坚持罪刑法定原则，贯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的犯罪行为
予以严厉打击，共审结刑事
案件3653件，有力震慑了环
境犯罪行为。
  在民事审判方面，贯彻
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促
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用，共审结民事案件2190件，
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推动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在行政审判工作中，辽
宁法院积极支持并监督行政

机关依法履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共审结
行政案件2889件，确保了环境执法的公正
性和有效性。
　　在服务大局方面，辽宁法院加强土地
资源司法保护，组织开展司法守护黑土地
暨耕地保护专项行动，5年来，共受理非法
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445件，审结443件，守
护了辽宁的耕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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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6月4日，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检察
院在莫干山镇开展山区水源地取水检测和
普法宣传活动，全面掌握辖区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状况。图为检察官对莫干山镇佛堂
村合溪水质进行取样检测。

本报记者 王春 本报通讯员 韩琴 摄

  图② 为迎接世界环境日，6月3日，山
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干警走进涝坡镇李家
鸡山村，开展“美丽中国我先行”普法宣传
活动。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邹旭 摄

  图③ 在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重
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将“车载便民法庭”开
进万州区梨树乡召灵村，与万州林业局、梨
树乡政府联合开展“司法护古树 绿荫泽千
秋”主题活动。图为法院干警为附近村民和
当地学生讲解《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本报通讯员 李炏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关注·公益诉讼检察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　本报通讯员 高子淯 张宇

  2024年5月，在南京长江隧道附近的
江心洲与主城区之间夹江大桥突发交通
事故，导致桥梁受损、交通中断，进而引
发道路严重拥堵、上万辆车绕行的事件，
最近有了最新进展。近日，江苏省南京市
建邺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起货车超限运输
引发夹江大桥受损案依法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
　　该案创新性地将道路封闭引发的车
辆绕行碳排放依法纳入赔偿范围，是《江
苏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在刑事司法领域
的重要实践应用。建邺检察以司法强制力
落实对生态环境损害的量化补偿，将机动
车绕行产生的环境成本纳入司法追责范
围，成为南京市在安全生产领域运用“碳
汇赔偿”机制的一个重要创新实践。
　　2024年5月，南京某物流公司法定代
表人赵某在明知货物严重超限且未办理
运输许可的情况下，指使驾驶员包某采
取拆卸车牌、关闭定位装置等方式，驶入
限重仅30吨的夹江大桥。5月10日22时
许，因货物超宽剐蹭桥梁构件，造成桥梁
严重受损，直接经济损失约678万元，并
导致桥面交通中断长达17小时。
　　事故发生后，涉事企业已全额支付

桥梁修复及抢险费用。目前，案件审理工
作正在依法推进。
　　经专业机构测算，事故引发的道路
封闭导致双向绕行车辆达15623辆，绕行
总里程约15.39万公里，由此新增排放
53.703吨二氧化碳。公益诉讼通过引入
“碳汇赔偿”实现替代性修复，要求侵权
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其
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检察机关依据
《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六条
规定，要求责任人通过能源交易所认购
等量碳汇，履行生态修复责任。
　　市政基础设施损坏引发长时间交通
中断，进而导致大规模车辆被迫绕行，最
终产生额外的碳排放，造成生态环境负
担。通过司法裁判，该案不仅追究了直接
财产损失责任，更将安全生产事故对公
共安全与生态环境的复合型影响纳入司
法评价体系，为量化评估此类事故的多
维危害提供了实践样本。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南
京市检察机关在非法捕捞、滥伐林木等
传统生态案件中探索建立“碳汇赔偿”机
制。建邺检察通过该案将“碳汇赔偿”机制
拓展至城市交通这一全新场景，这标志着
该机制在应对不同类型生态环境损害、特
别是现代化城市运行中产生的次生环境
问题方面，展现出更广泛的适用潜力。

造成万余车辆绕行生态环境损害如何追责

南京建邺检察探索“碳汇赔偿”机制

□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张伟 刘苑婷

　　“开始放流……”今年3月13日上午，随着一声令下，
30多万尾生态鱼苗“扑通扑通”跃入水中，正式在广东兴
宁合水水库“添丁落户”，为水库生态注入蓬勃生机。
　　这热闹场景，来自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检察院牵头组
织的“增殖放流助修复 徒步巡库护生态”主题生态检察
法治宣传活动现场。合水水库生态功能的日益恢复，既得
益于兴宁市府检联动保护生态的法治实践，也离不开梅
州市政府实施的公益诉讼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各方联动

凝聚生态法治合力

　　2024年底，兴宁市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水库及上游
流域存在非法捕捞、过度垂钓、养殖污染等破坏水库生态
平衡、威胁水质安全的行为。
　　“这些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院充分履行公益
诉讼职能，先后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8件，用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环境。”该院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林
国云介绍道。
　　鉴于饮用水源系统治理难度较大，为凝聚生态治理法
治合力，兴宁市检察院发挥府检联动优势，积极争取党委、
政府支持。2025年1月，兴宁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在兴宁
市检察院主持召开了合水水库及上游水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推进会暨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诉前磋商会，并形成会议纪
要，进一步明确各方监管职责，持续推进综合治理工作。
　　会后，兴宁市检察院向行政职能部门及水库上游具
有属地管理职能的5个乡镇制发了检察建议书或磋商函，
以此督促其切实履行水库生态监管主体责任，强化库区
联动巡查，共同守护这一“生命之源”。

多措并举

凸显检察监督刚性

　　为增强检察建议刚性，兴宁市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
并与相关行政职能部门、镇政府共同会商研讨合水水库
综合治理具体方案，确保各项建议措施落到实处。
　　一方面，加强日常监管，增加巡查频次。截至目前，已
劝离垂钓人员819人次，缴获非法垂钓渔具310副，实施行
政处罚两宗。
　　另一方面，推进水源地上游五镇畜禽养殖污染整治、
生猪减栏等工作，关停、清理一批禁养区复养的养殖场与
养殖设施，推动28家养殖户完善粪污处理设施，对规模化
养殖场、屠宰场违法违规行为立案查处10宗。
　　随着各项具体措施逐步落地，水库水质持续改善。由于
合水水库蓝绿藻种类繁多，其分布和变化规律影响综合治
理成效。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兴宁分局及时邀请研究所专家
开展水生态环境安全评估、流域氮磷源汇特征识别等工作，
并参与水库蓝藻综合防治，加密水质监测频次，及时掌握水
质变化情况。经8次水质监测，水质持续稳定达标。
　　“流域上游部分监测断面水质明显改善，氮磷污染物指标明显低于去年同期水
平，合水水库水质达到Ⅱ类标准。”专家带来的好消息，让大家倍感振奋。

专项支持

彰显公益诉讼优势

　　水质虽然改善明显，但水库生态系统恢复却需要持续用力。按照专家意见，需要持续
优化生物群落结构、修复水域生态，于是，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便派上了大用场。
　　“2023年3月，在梅州市检察院推动下，市府办印发《梅州市公益诉讼专项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专项资金来源、使用范围、管理方式及监督办法，并同步在
兴宁市检察院等8个县级检察院试行，为解决公益诉讼履职中调查取证、鉴定评估、损
害修复等资金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林国云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道。
　　2024年8月，在专项资金支持下，梅州首个公益诉讼异地复绿暨法治宣教基地在
兴宁市叶塘镇彭陂村挂牌成立。该基地集生态修复、绿美乡村、普法宣教、科普教育等
功能于一体，划分“案件补植区”和“生态倡导区”两个板块，依托彭陂河两岸4公里生
态岸线，对无法原地修复的生态采用异地修复模式补偿修复。在“案件补植区”，近10
亩新补植的阴香、红花紫荆、黄花风铃木等800余株林木长势良好。
　　“自公益诉讼专项资金账户建立以来，兴宁市检察院已累计入账179万余元，累计
支出67万余元。为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率，我们在总结异地复绿基地建设经验基础
上，结合合水水库生态修复实际，申请专项资金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林国云说。
　　“检察机关利用公益诉讼专项资金开展鱼类增殖放流，通过‘生物调控’有效防止藻类大
量繁殖，降低水体富营养化风险，对改善水库水质与生物多样性意义重大。”参加增殖放流活
动的兴宁市合水镇党委副书记、兴宁市人大代表彭文燕对检察机关充分履职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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