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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通讯员钱聪） 10 月 29 日上午，在浙江省
湖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的二十大代表、湖州市检察院第六检
察部主任章春燕正在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是她参加党的二十大会
议后返回工作岗位以来的第五场宣讲。当天，台下坐着的是吴兴区爱
山街道 50 多位社区干部和群众代表，章春燕深入浅出的讲述赢得了
阵阵掌声，不少社区党支部书记还用手机拍照记录课件内容。

授课前，章春燕提前制作好课件，以自己办理过的发生在社区的
案件开场，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容，跟大家
畅聊如何解决社区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为了让宣讲更精准，更富感染力，宣讲前，章春燕走访了多个社
区，收集材料和案例，还结合自身工作，和参会人员探讨如何让社区与
检察机关加强联动，协同解决基层治理难题。

“重点把‘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章内容讲生动、讲
明白、讲透彻，让听众第一时间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
章春燕对记者说，希望以一种更接地气、更具现场感的形式，把党的二
十大精神讲深、讲透、讲实。

“章春燕代表的宣讲，加深了我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解，也让我
深深地感受到责任重大，我将以居民实际需求为导向，着力解决居民
的急难愁盼问题，为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指数努力工作。”爱山街道衣裳
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崔庆峰说。

党的二十大代表章春燕走进基层宣讲大会精神

“把报告中增进民生福祉的
内容讲生动讲明白讲透彻”

□本报记者 郑智 张超

很长一段时间，西藏民事检
察工作与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和
新时代人民群众更高的期待相比
有较大差距，民事检察监督力度
与自治区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民
事案件大量激增的客观实际不相
适应。“薄弱”“缺位”是与西藏民
事检察工作紧紧相伴的高频词。

如今，面对短板弱项，西藏
自治区检察机关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引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迎难而上、奋起直追，并按
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强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要求，
全力打造西藏特色民事检察工
作创新发展新路径，以扎实能动
履职回应为党为民初心。

数量为基——聚焦短
板回应人民期待

2021 年 7 月，正值西藏和平
解放 7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西藏考察并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
方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
边四件大事，在推动青藏高原生
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
得新成就，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
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这四
件大事，每一件都关系着民生，每
一件都凝聚着民心。”西藏自治区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夏克勤
向记者介绍，围绕总书记提出的

“四件大事”，西藏自治区检察院
新一届党组对全区检察工作重新
统筹谋划，将民事检察工作放在
突出位置，找准制约民事检察发
展瓶颈，狠抓民事检察发力点，下
定决心摘掉薄弱帽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西
藏，一些边远落后地区的基层院没
有专门从事民事检察工作的检察
官，有些基层检察院甚至几年没办
过一起民事检察监督案件。“再难
也要突破，首先要在这片荒芜的戈
壁上撕开一个口子，长出民事检察
监督的嫩芽。”西藏自治区检察院
新一届党组有决心更有行动：基础
薄弱就从最基础的抓起，从一件一

件民事检察监督案件办起，从排查
线索开始手把手教起。

就这样，在 2021 年西藏自治
区检察院第一次全区民事检察
工作调度会后，自治区检察院领
导与民事检察部门工作人员分
别带队下基层，点对点指导，面
对面帮扶。一方面，从相对容易
的基础性工作入手，加大对民事
审判活动中程序性违法的监督
力度和对民事执行违法的监督
力度，让监督的“量”先实现大幅
度提升，通过开展“违法公告送
达、缺席判决”“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监督”等专项监督活动，突破
案源瓶颈；另一方面，针对人民
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通过开展
支持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起诉、涉
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专项监督、保
险理赔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等
领域民事诉讼监督等，优先解决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在全国海拔最高的基层院
双湖县检察院，夏克勤带队调研
指导，自治区检察院“一站式”帮
扶，通过调阅、审查民事卷宗，双
湖县检察院发现该县法院民事
卷宗存在审判活动不规范、影响
当事人依法主张权利等普遍性
问题。去年以来，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该院针对发现问题已立案
11件，并制发相关检察建议。

在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墨
脱县，自治区、市、县三级检察院民
事检察部门检察官齐发力共研判，
通过主动走访民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信访等部门，建立信息共
享机制，深挖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支
持起诉案件线索来源。去年以来，
截至今年 5月，墨脱县检察院共办
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 2件，涉及拖
欠农民工劳务费10.7万元。

头雁领航，群雁齐飞。在自
治区检察院党组的带领下，西藏
7 个市分院、74 个基层院的民事
检察部门全部行动起来：依职
权开展监督、支持起诉、在重
点领域开展专项监督、建立合
作机制……围绕民生民利，积极
能动履职，打开全新局面。

人才为本——苦练内
功迎头赶超

“最初接触民事检察监督，
是有些抵触的，感觉就像小学生
监督初中生，心里肯定有不服。”
墨脱县法院综合审判庭法官马
映贤谈到对该县检察院民事检
察监督的“初印象”时直言不讳。

“动起来了，干起来了，接下
来就是如何专起来，强起来。”西
藏自治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
职委员沈小丁说。“起步晚、底子
薄、能力弱”是西藏民事检察出
发时的样貌，唯有知耻而后勇，
苦练技能，迎头赶超，才能摘掉
落后的帽子。

今年 7 月，西藏自治区民事
检察业务条线迎来一次最大规模
的会师大会——全区民事检察业
务培训。“课上学理论学方法，课
下议案例辩疑难；白天涨知识精
业务，晚上提斗志鼓士气。”西藏
自治区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罗
色江措说。自治区检察院制定“订
单式”培训计划，精心设计课程内
容，既有理论提升又有实战练兵，
同时充分利用培训契机，对有畏
难心理和实际困难的薄弱院鼓干
劲、破难题，各个击破。

在集中培训的基础上，各基
层院充分借助检答网、民事行政
检察专家咨询网、中国检察教育
培训网络学院等平台进行线上学
习，同时借助援藏优势，针对具体
问题向兄弟院提出精准业务需
求，实现“一对一”专人指导，致力
于提升民事检察监督质效。

（下转第二版）

雪域高原奏响检察为民新乐章
——西藏检察机关民事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纪实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记者 闫晶晶

数据概述

2019 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
立案公益诉讼案件 601095 件、起诉 31804 件。2022 年 1 月至 9 月较
2019 年同期分别上升 66.8%、1.8 倍，法院支持率保持在 99%以上。
2022 年 1 月至 9 月，公益诉讼案件诉前整改率 99.8%，较 2019 年同期
增加 0.9个百分点。

2019 年至 2022 年 9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新领域案件（含新
增法定领域）12.5 万件。2022 年 1 月至 9 月，立案新领域公益诉讼案
件 4.6万件，增速继续加快，占比持续上升。

数据分析

办案质效提升，势能持续释放

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部署“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
“为民办实事 破解老大难”公益诉讼质量提升年等专项监督活动，
围绕人民群众切身需要，聚焦法定重点领域啃硬骨头、打持久战，同
时，积极稳妥进行新领域探索，办案规模稳步增长，办案力度持续加
大，着力提升办案质效，彰显了公益诉讼检察独特的制度效能与蓬
勃的发展活力。

办案中，检察机关创新形成了“双赢多赢共赢”“诉前实现保护
公益目的是最佳司法状态”“持续跟进监督”等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理
念。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这是充分运用党领导一切
这个最大的政治优势，积极有力促进行政机关发挥主动纠错机制作
用，以磋商或者检察建议等非诉方式督促协同行政机关开展前端治
理，推动绝大多数案件在诉前环节得以解决。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并提出完
善公益诉讼制度。2018 年以来，英雄烈士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安全生产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反垄断法、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以单行法的方式赋予检察
机关在相应领域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定职责，各级检察机关积极响
应，加大办案力度，势能持续释放。为加强引导、带动办案，最高检
发布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以及英雄烈士保
护等领域办案工作指引等，还发布相关领域典型案例，组织开展无
障碍环境建设、军用机场净空以及红色资源保护等相关专项监督。
同时，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特定群体权益保护等其他新领域探索
日趋成熟，也使得案件数量不断增长，推动公益诉讼检察走向更广
阔空间、发挥更大作用。 （下转第二版）

今年1月至9月立案新领域
公益诉讼案件4万余件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李涛） 近日，河南省检察院通过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察委员会建设的指导意见》
（下称《意见》）。

《意见》 强调，全省各级检察院要更加准确把握检委会职能定
位，全面履行检委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讨论决定
重大事项，总结检察工作经验等重要职能，更好发挥检委会业务
决策、把关和总结、指导作用；要更加突出业务研究指导和集体
学习；上级院检委会要更多发挥对类案把握、宏观业务指导、重
大业务问题研究的决策作用，强化案例指导和适用，规范案例推
荐、发布的审核程序。

《意见》 要求，要更加重视检委会组织建设和办事机构建设。
各级检察院要及时补充、配齐检委会委员，注重选配符合条件的
普通员额检察官任检委会委员；要加强对提请检委会审议议题的
程序审核和实体审核；坚持检委会工作季度通报制度，落实上级
院检委会派员列席下级院检委会制度，加强对检委会及其办事机
构工作的监督指导、检查考核，推动全省检察机关检委会建设水
平进一步提升。

河南：出台指导意见加强检委会建设

本报北京11月 1日电（记者
徐日丹 见习记者刘亭亭） 11
月 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行政
检察助力长江、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发布第
九批“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
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

该批典型案例共 7 件，包括
颜某某滥伐林木行政非诉执行检
察监督案、王某某违法占用黄河
滩地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罗某某非法采矿行政非诉执行检

察监督案、某体育文化旅游公司
违法占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
行政处罚检察监督案、某物资公
司等 5 家企业未依法缴纳水土保
持补偿费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
案、某金属制品厂等 32 家企业环
境违法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以及上海市检察机关推动规范船
舶经营社会治理案。

“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明 确 指
出，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最高检第七检察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的
相关决策部署，最高检专门制定
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 18 项举措，对深化长江
经济带检察协同履职等作出具体
部署。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
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主动担当
作为，依法能动履职，推动长江保
护法、长江十年禁渔等有效落实，
助力长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
该批典型案例涉及长江、黄

河流域内滥伐林木、违法占地、
非 法 采 矿 、未 经 环 评 投 产 等 情
况。检察机关积极融入社会治
理，推动实现合力保护、全面保
护，以实际行动为长江、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
战略提供司法保障。

“接下来，全国检察机关行
政检察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更加自觉从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中领悟和谋划新时代新征程
行政检察工作的思路、方法和路
径，充分发挥‘一手托两家’职能
作用，以高质量履职实绩守护长
江黄河长久安澜，服务保障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以 行 政 检 察 工 作
现 代 化 服 务 保 障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这 位 负 责 人
补充说。

最高检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九批）

行政检察守护长江黄河长久安澜

典型案例全文

本报北京11月 1日电（见习
记者王昱璇 通讯员李祎） 11
月的第一天，最高人民检察院
鲁谷办公区阳光明媚，青年荟
萃，朝气蓬勃。最高检机关团
委组织各部门 40 余名青年干部
代表来到这里，参加“敢想敢

为善作善成，做新时代检察好
青年”——最高检机关青年干
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
题联学活动。

如何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强 调 的 “ 必 须 坚 持 人 民 至 上 ”
落 实 到 检 察 工 作 的 方 方 面 面 ？

这 是 贯 穿 此 次 活 动 的 中 心 命
题，也是新时代检察履职的应
有之义。

青年干部们首先参观了与
人民群众联系最为密切的最高
检 第 十 检 察 厅 12309 检 察 服 务
中心。在这里，纪录片 《人生

第二次》 第五集的场景日复一
日地上演。接待大厅里此起彼
伏的问答声，集中处理群众来
信 室 里 忙 碌 的 身 影 ，“ 一 呼 即
办 ” 改 革 构 想 、“ 红 橙 绿 ” 三
色信制度等创新举措，让青年
干部直观体验到信访工作彰显

的“人民至上”理念，深切感
受到“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
上”。

带着沉甸甸的收获和热腾
腾的感受，大家在会议室展开
了一场思想理论与业务实践的
火花碰撞。 （下转第二版）

敢想敢为善作善成，做新时代检察好青年
最高检机关青年干部开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联学活动

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
检察院在办理一起由该县森
林公安局移送的危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案件时发现，犯罪
嫌疑人非法猎捕的画眉鸟属
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近日，
昭平县检察院会同该县森林
公安局、县林业局，将查获的
26 只野生画眉鸟运到安全地
方放飞。

本报通讯员张玥摄

放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