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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种子的进货源头是哪里，
质量合格吗？”

“这都有进货凭证和保质期，种
子绝对是达标的。”

近日，重庆市酉阳县检察院检
察 官 开 展 农 用 物 资 安 全 公 益 诉 讼

“回头看”监督时，与某农资售卖店
老板有这样一段对话。

这次专项监督，源于该院此前
办理的一起公益诉讼案件。2022 年
2 月初，农资需求进入旺季。为充
分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和国家耕地安
全、粮食安全，酉阳县检察院开展
了农用物资安全专项监督。经过初
步调查，公益诉讼检察官发现部分
农资经营店存在未建立农药采购和
销售台账、在售农药和种子超过保
质期等问题。

“我们这里都是丘陵山区，粮食
产量本来就不大，再要是买到假种
子，几个月就全白干了。”调查中，
村民老陈向检察官诉苦。

“假种子、假农药不仅让老百姓
的辛勤付出颗粒无收，更威胁粮食
安全。”为此，该院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正式立案。调查中，检察官重点
查 看 农 资 经 营 店 的 资 质 、进 货 凭
证、库存农资产品等，对农种、农药
的 外 包 装 标 签 、生 产 日 期 及 有 效
期 、厂 名 厂 址 等 信 息 进 行 了 核 实 ，
共发现县城区域、部分乡镇共有 24
个农资经营店存在将过期农种、农
药摆放至货架进行售卖的行为。

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检察官
现场建议经营者将过期农药下架，
并及时拍照取证，耐心指导经营者
填写问题清单，向经营者讲解相关
法律知识，引导经营者提高法律意
识、自觉依法诚信经营。

2022 年 3 月 18 日，该院依法向
相 关 行 政 机 关 发 送 了 诉 前 检 察 建
议，督促其依法履职，加强对全县
农资市场的监管，保障农业投入品
质量安全。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机
关迅速对问题经营单位进行执法检
查，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作出
相应的行政处罚；同时在全县范围
开展“春雷”行动，重点查处农资
质量、品种权益保护等领域违法行

为，以保障全县春耕等工作有序有
力推进。

整改过程中，相关行政机关先
后 与 12 户 县 级 农 资 经 销 商 签 订

《农 资 市 场 监 管 提 醒 告 知 书》， 对
全县 39 个乡镇的 150 余家农资经营
店进行了随机抽查和执法检查，下
达 整 改 通 知 书 15 份 ， 立 案 查 处 经
营劣质农药案件 5 件、超出经营范
围经营限制使用农药案件 3 件，共
处以罚款 1 万余元。

据悉，为保障长效治理，酉阳
县 检 察 院 与 相 关 行 政 机 关 制 定 了

《酉阳县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实施
方案》，从加大违法处理力度、加强
农业法律法规和农资打假宣传等方
面进行具体细化。

又是一年春耕时节。为持续护
航春耕安全，近日，酉阳县检察院
联合行政机关对农资打假情况再次
开展了跟踪回访，确认农资经营得
到了进一步规范，农资经营管理中
的突出问题得到了有效整改。

（本报记者张 博 通讯员杨 芳
张雷）

“种子绝对是达标的”

近 日 ，河 南 省 鹤 壁 市 鹤 山 区 检
察院结合公益诉讼助力乡村振兴工
作 ，就 农 资 产 品 安 全 进 行 线 索 排
查。在辖区农资经营店，检察官重
点查看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生产
销售相关许可证、检验检测报告、销
售价格和包装、保质期等信息，确保
在售农资产品源头可溯、去向可追、
问题可查、风险可控。

针对部分农资经营户未按要求
建立采购和销售台账等问题，该院检
察官现场向他们讲解了涉农法律法
规及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提高其法律
意识，促使其合法经营。对未依法履
行监管职责的相关职能部门，该院督
促其加强对农资经营店的监管，及时
消除安全隐患。

文/图：本报记者张海燕 通讯
员郭骥

守护农资安全 助力乡村振兴

“正值 2023 年禁渔期，广大市民
切 勿 心 存 侥 幸 ， 莫 因 一 念 之 差 ， 让

‘渔网’触碰‘法网’。”近日，浙江
省 宁 波 市 海 曙 区 检 察 院 干 警 来 到 辖
区姚江边，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为 有 效 保 护 水 生 生 物 资 源 ， 自
2022 年 起 ， 浙 江 省 实 行 钱 塘 江 、 瓯
江、椒江、甬江等 8 大流域禁渔期制
度，海曙区的姚江、鄞江等均在甬江
流域的禁渔范围内，禁渔期为每年的 3
月 1日至 6月 30日。然而，有些市民为
了满足口腹之欲，竟无视禁渔制度，
私下偷偷电鱼。

2022 年 5 月的一个晚上，刘某、
王 某 、 程 某 、 吴 某 想 捕 点 鱼 来 当 夜
宵。一番商量之后，刘某等 4 人来到
海曙区某村附近的姚江岸边。根据事
先分工，刘某背着电瓶走进姚江浅水
区开始电鱼，吴某佩戴头灯给刘某照
明，王某拎着塑料桶装鱼，程某则骑

着电动车放哨。在分工配合下，刘某
等 4 人捕获鲫鱼、翘嘴、白条等鱼类
55 条，后被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当场
查获，电鱼工具被当场扣押。

无独有偶。当晚，李某、范某等
4 人 为 了 尝 鲜 ， 也 来 到 姚 江 岸 边 抓
虾。他们将高效氯氟氰菊酯药水和沙
子搅拌后撒到江边，大约半小时后，
江里的河虾就开始蹦出江面，4 人共
计获得河虾 2.82 千克，后被民警当场
查获。

受理这两起案件后，承办检察官
审查认为，刘某、吴某、李某等 8 人
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和
方法捕捞水产品，构成非法捕捞水产
品 罪 。 但 因 其 犯 罪 情 节 较 轻 ， 系 初
犯，自愿认罪认罚，并承诺履行修复
生态环境责任，缴纳生态环境修复赔
偿金，海曙区检察院依法对他们作出
不起诉决定。

2022 年 10 月，承办检察官对包括
刘某、吴某、李某等 8 人在内，涉嫌
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 41 人进行不起
诉决定公开宣告。在宣告结束后，承
办检察官对 41 人发放环境保护宣传资
料，并详细讲解了打击非法捕捞、保
护水域生态有关法律政策等。在场人
员 纷 纷 表 示 ， 今 后 一 定 提 高 法 治 意
识，积极保护渔业生态资源，再也不
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据 悉 ， 2022 年 11 月 ， 为 有 效 保
护 海 曙 区 渔 业 生 态 资 源 ， 海 曙 区 检
察 院 与 该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联 合 出 台

《关于建立渔业资源保护协作配合机
制的意见》，建立常态联系、信息通
报 、 增 殖 放 流 等 机 制 ， 明 确 对 破 坏
渔 业 资 源 的 案 件 将 定 期 开 展 联 合 增
殖 放 流 活 动 ， 合 力 推 进 渔 业 资 源 保
护工作。

（本报通讯员陈璐萍 管丽）

莫让渔网碰“法网”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方勖平 程灿

“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利益的维
护者，作为一名公益诉讼检察官，更要
立足本职工作，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2017 年，湖北省宣恩
县检察院检察官朱涛告别“公诉席”，
投身“新战场”，开始从事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岗位变了，但“坚持高质效办
好每一个案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
到公平正义”的初心未改。

洗草坝湿地“活”了

违规搭建的简易厕所、肆意设置
的烧烤摊、胡乱圈地的跑马场、随处可
见的生活垃圾……“也就两三年没过
来 ，洗 草 坝 湿 地 怎 么 变 成 这 样 了 ？”
2019 年的一天，下乡办案的途中，朱涛
看到洗草坝湿地惨遭破坏，久久不能
平静。

洗草坝湿地是恩施州著名的纯天
然野营休闲胜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当 地 部 分 居 民 对 洗 草 坝 湿 地 违 规 开
发，致其生态遭到破坏。“要拯救这片
美丽的湿地！”朱涛暗下决心。然而上
述问题涉及镇政府、环保、水利等多个
部门，朱涛便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去
沟通。“这不是我们一家单位就能解决
的。”“我们负责的领域要等其他单位
督促整改后才能实施。”……那时候，
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刚提出不久，行政
机关还没有认识到公益诉讼检察监督
的协同促进作用。

“要让大家面对面地交流。”于是，
朱涛把所有相关行政机关都请到了检
察院，让大家面对面磋商。

“ 请 大 家 放 心 ，我 们 不 是 来 找 茬
的，制发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这都
不是目的，共同保护受损公益才是目
的。”2019 年 11 月 22 日，朱涛在洗草坝
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座谈会上动情地说
道。各行政机关纷纷表示赞同，态度由

“各自为战”转变为“协同作战”。
座谈会后，行政机关联合拆除违

规建筑，清理湿地垃圾。洗草坝湿地慢
慢恢复了生机。

“公益诉讼检察全面推开快 6 年
了。刚开始，行政机关觉得我们是来找
茬的，处处防着。慢慢地，他们认识到
公益诉讼检察与行政执法目标一致，
开始放手让我们履职监督。如今，看到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还 能 帮 助 他 们 解 决 难

题，便主动来访、请求监督。双赢多赢
共赢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提起行政
机关对公益诉讼检察态度的转变，朱
涛感慨万千。

“大水缸”清了

“全县居民的饮用水都来自这里，
不能让水源遭到污染。但水源地的居
民一直以经营游船和养鱼为生，如果
强行制止，他们又怎么办？”办理一起
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时，朱涛经
常辗转难眠。

朱涛所说的水源地即龙洞水库，
位于双龙湖景区。双龙湖是宣恩贡水
河国家湿地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宣恩县城居民唯一的饮用水源地。
10 多年前，双龙湖被无序开发，库区部
分居民在龙洞水库饮用水源一级保护
区范围内从事游船休闲、网箱养殖等
经营性活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机油、
鱼饲料、鱼粪、垃圾等直排水库，不仅
对库区生态破坏严重，也对县城 7 万余
户居民饮用水安全带来严重隐患。但
从事经营的老百姓系库区居民，游船
经营、养鱼收入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
源。办案过程中，朱涛一直在思考如何
将两项工作平衡好。

“水库需要清洁员，可以优先聘用
库区的居民，既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
题，也能解决人员招聘的问题。”朱涛
带着办案团队积极与县政府沟通，由
县政府按照船只评估价对经营者予以
补偿，并建议行政机关通过聘用部分
居民作为水库清洁员等方式解决其后
续生计问题。另一方面，该院及时向宣
恩 县 环 境 保 护 局（现 宣 恩 县 环 保 分
局）、地方海事处发出检察建议，督促
其清理非法运营船只。

“船只、网箱、围网被清理走了，后
续环境修复仍不能掉以轻心。”2019 年
11 月、12 月，朱涛带领团队开展了两次

“回头看”，确认现场已经完全没有了
游船和网箱养鱼等问题，水库水质清
澈，保护区周边已安装围网，设置了警
示牌，并安装了摄像头，可以 24 小时监
控。

全县 7 万余户居民的“大水缸”清
了！该案被湖北省检察院评为“长江流
域生态保护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
并被写入最高检发布的《绿色发展·协
作保障 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检
察白皮书（2019）》。

探索预防性公益诉讼

2019 年 9 月，朱涛在外卖平台点餐
时，发现平台上某家餐饮店未公示食品

安全许可证、营业执照、量化分级等信
息。朱涛敏锐意识到，这种不规范的行
为侵犯了网络餐饮消费者的知情权，同
时可能还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

“这起案件是典型的预防性公益
诉讼，它的难点是如何论证违法事实
对公益造成的潜在危害，因为它无迹
可寻，与生态环境损害这类案件有很明
显的不同。”朱涛与团队讨论道，“目前
能参考的案例比较少，我们要去探索！”
朱涛带领团队查阅了大量的法律法规，
发现进行量化分级评定是行政机关的
法定职责，于是向负有监管职责的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发送了检察建议。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
后，对辖区内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
台未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
的行为进行了处罚，并给予了书面回
复。但整改效果究竟如何？朱涛悬着的
心并没有放下。她再次登录外卖平台，
发现仍存在未公示量化分级信息和未
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形。

2020 年 5 月，宣恩县检察院向县法
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对外卖平台履行监督管
理职责。

“我们没有接到一起关于外卖问
题的投诉，在县域范围内也没有发生
一起食品安全事故。”法庭上，被告辩
解道。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对这个问题有明确规定，不公示量
化分级信息的行为不仅侵害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还可能导致商家
趁机把餐饮质量降低，破坏了国家网
络餐饮服务经营管理秩序。”朱涛认真
地释法说理。

经历一审、二审，被告由“心口不
服”到“心服口服”。目前，相关量化分
级信息已公示。

这起案件被评选为湖北省行政公
益诉讼典型案例，2022 年获评最高检
人民监督员参与和监督检察公益诉讼
办案活动典型案例，也是宣恩县检察
院在食药安全领域开展预防性公益诉
讼工作的实践性探索，突破了传统“无
损害即无救济”的司法救济理念，实现
前瞻性的司法保护。

“必须要把工作做好，才能跟得上
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新期待。”朱涛
说，“新起点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
专门强调‘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这既
是对公益诉讼检察实践的充分肯定，
更是对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更高期许
和要求。作为一名基层检察官，我会继
续牢记为民初心，为公益诉讼检察事
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朱涛：

为公益，时时放心不下

朱涛（中）与同事对龙洞水库生态环境进行“回头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