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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潇
通讯员 罗涵 曹越

“近年来，印刷企业无证经营现象
多了，劣币驱逐良币，扰乱了行业秩
序。特别是不少无证经营户都是地下
作坊，不仅严重污染环境，也极易带来
安全生产事故，检察院能不能管一下？”

今年初，“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
的一条举报线索，引起了浙江省金华
市金东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胡菲
妃的注意。

“事关营商环境和生态环境，大家
一定要高度重视，调查核实一下。”听
取完胡菲妃的汇报后，金东区检察院
检察长王柏洪立刻要求公益诉讼检察
官开展工作。

让王柏洪没想到的是，“调查核实
一下”的检察公益诉讼履职却搞出了
大动静——

公益诉讼检察的监督履职，推动
了辖区内 100 多家不合格印刷企业被
关停，20 多家印刷企业提档升级，走上
合规经营之路。

“再不管，我们合法的企业
也要违规生产了”

“总体印象是不乐观。”金东区检
察院副检察长赵东升向记者介绍，他
在带队对辖区内的 10 多家印刷企业开
展调查后发现，不少工厂的厂房内都
是杂乱堆放着生产材料，一些容易挥
发的油墨、溶剂、废弃油墨桶更是随意
摆放。“一些工厂的工人，吃住都在生
产 线 的 旁 边 ，不 少 地 方 随 处 可 见 烟
头。”赵东升回忆说，刺鼻的气味把检
察官呛到干呕，一度睁不开眼睛。

“有没有印刷经营许可证？”“你们
的废弃油墨桶都是怎么处置的？”“有
交给专业的危废处置机构吗？”……

“我们用过的油墨桶都是收废品的
三轮车来拉走的，拉到哪里，我们也不
知道。”面对检察官的追问，印刷企业员
工都支支吾吾，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检察官进一步走访附近的村民，不
少村民反映，当地废品处理站的铁桶，

时常会散发出刺鼻异味。“这些废弃铁
桶来自无证印刷企业的可能性较大。”
他说。

在与某印刷厂负责人的交流中，
赵东升得知，这些污染企业多数是一
些被其他地方淘汰，偷偷“迁入”金东
区的无证违规印刷企业。

“怎么不去举报？”
“我们就是个做生意的，不愿意去

做得罪人的事。你们来问了，我如实
回答；如果不来，我可不会去举报。他
们这些企业就是奔着违规生产、牟取
暴利来的，当然不会把本地环境保护
放在心上。”

谈起本地印刷行业的问题，该负责
人很是无奈：“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
违规印刷企业运营成本低、产品价格低
廉，不仅仅是对行业有序发展的影响。”

记者了解到，油墨属于国家规定
的危险化学品，需要配备专门的危化
品仓库和场地储存，并由专人负责管
理，与油墨有关的溶剂也具有易燃易
爆、易挥发等特性，对眼睛、皮肤都有
刺激性。使用后废弃的油墨桶属于危
险废物，其中含有的铅、镉、汞、铬等重
金属和致癌成分会造成环境污染，需
要有资质的公司专门处置。

在走访中，赵东升发现，这些无证印
刷企业多为租赁经营，规模小的只有三四
百平方米，员工不超过 5人，管理简单粗
放，出现了问题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我们按要求规范经营，在储存场
地、人员工资、环保设备和危废处置等
方面，每年至少要增加 100 万元的经营
成本，这些无证印刷企业储存油墨不规
范，对废弃油墨桶也没有完善处置流
程，经营成本极低，而且会造成严重环
境污染，并带来极大安全生产隐患。”

“如果再没人管，在市场竞争的压
力下，我们合法的企业也得违规生产
了。”该负责人表示。

起底违规印刷企业：用电量
43万度，纳税金额却是“0”

“使用后的油墨桶究竟到哪里去
了 ？”“ 像 这 样 的 违 规 印 刷 企 业 有 多
少？”“这个违规生产的底数到底有多
少？”……

办公室内，赵东升的回答让王柏洪
意识到，一个区域性行业问题已经被发
现并亟待解决。“既然监督了，能不能把
问题企业找全找准，别留下监督死角？
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监督有违求真务实
的履职要求。”王柏洪的这个要求让赵
东升顿时有了压力。

“当时我就为难了。2 个街道、8 个
镇、1 个乡，单凭公益诉讼检察官，就是
把金东区走一遍都困难。再者，按照
监督办案的经验，只要办案消息一泄
露，这些企业总会找一些应对之策，生
产线停了、厂房关了……总之，就是让
你白跑一趟。”赵东升说。

一筹莫展时，赵东升注意到了最
高检在浙江湖州召开“大数据法律监
督方法论”论坛的报道。在这则消息
中，最高检有关院领导讲到了大数据
法律监督模型的工作要求。“尽管这些
污染企业是偷偷摸摸在生产，但总得
用电吧，如果把用电量等信息碰撞一
下，谁也逃不过啊。”赵东升说。

就这样，在数字检察战略的启发
下，金东区检察院对案件特征进行分析
研判，将全区印刷企业工商登记信息、
印刷经营许可企业信息等数据进行筛
选比对，构建数字模型，再对用电信息、
纳税信息进行排查，筛查出了 180 余家
高耗能、涉偷漏税的无证印刷企业。

通过大数据排查发现，全区印刷
企业中 2018 年以后登记设立的约占
76%，绝大部分未在供电部门开设独立
电表，年营业额一般都会超过 100 万
元，但通过微信等线上平台结算，偷漏
税款现象比较常见，2022 年度纳税 10
万元以上的仅有 6.7%，纳税 1 万元以
下的约占 80%。

“有一家印刷公司 2022 年用电量
约 43 万度，但当年纳税金额却是‘0’，
这明显存在问题。”胡菲妃向记者介
绍，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检察机关还
查 实 了 两 家 废 品 收 购 站 从 事 违 法 收
购、处置废弃油墨桶等犯罪线索。

胡菲妃向记者出示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废品收购站已经将包括回收
的废弃油墨桶在内的铁桶压制成实心
方块，密密麻麻地堆放在一起。“等到
一定数量后，废品收购站会成批量地
发往外地。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收
购站的场地上油污满地、污水外流，沾
满机油或油墨的各类危险废物油桶随
意堆放，没有任何防渗漏环境防护措
施，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显而易见。”胡
菲妃说。

根据调查情况，金东区检察院向
区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对违
规 印 刷 企 业 和 废 品 收 购 站 的 无 证 经
营、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偷漏税款等
问题，履行监管职责。

“劣币驱逐良币”的焦虑，如
何解决？

胡菲妃向记者介绍，金东区应急管
理局、金华市生态环境局金东分局等部
门对检察建议高度重视，立即开展联合
执法检查，共查处了 8家问题企业。

“两家废品收购站内发现的危险
废物将近 40 吨，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
放，现场水样中化学需氧量、甲苯含量
均超过了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涉 案 当 事 人 已 经 被 采 取 刑 事 强 制 措
施。”胡菲妃补充说，经专业公司处理，
目前这些危险废物已全部处置完毕。

“办案中发现，我区无证印刷企业
具有明显的‘散乱污’特点，无证经营
普遍、安全隐患突出、环境污染严重、
偷漏税款多发，带来较大社会治理问
题，亟须引起关注和进行整治……”为
了更好地推动行业发展，金东区检察
院结合公益诉讼办案情况和职能部门
反馈，撰写了《关于无证印刷企业经营
活动带来较大社会治理问题的情况报
告》，专门报送金东区委，引起金东区
委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并批示由分
管区领导牵头进行专题研究处理。

不久后，这份报告显现功效：金东区
“两办”印发《全区六大行业低效企业双
月集中整治行动方案》，深入开展包装印
刷、废旧回收等六大行业专项整治。

就在记者采访前不久，赵东升拿
到了最新的一份数据：金东区政府共
排 查 包 装 印 刷 企 业 645 家 ，关 停 139
家 ；排 查 废 旧 回 收 企 业 292 家 ，关 停
117 家；3 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移送公
安机关侦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
22 家印刷企业向新闻出版部门办理许
可证，并获得了批准。”赵东升说。

“执法部门的查处虽然能起到一
定震慑作用，但从长远看，还得建立长
效监管制度，如此才能实现规范治理，
我们企业才能树立合法生产的意识。”
了解到行业整顿的“来龙去脉”，金东
区印刷行业协会秘书长冯泽贵特意找
到了检察院。“我们还是担心会反弹，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日常监管，为
我们会员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冯泽贵表示。

面对当地印刷行业的普遍焦虑，在
金东区检察院的牵头下，一场旨在完善
印刷行业监管制度的圆桌会议在检察
院召开。区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文
化和旅游局、金华市生态环境局金东分
局、应急管理局和印刷行业协会代表齐
聚检察院，共同商讨座谈。从强化配合
协作、规范线索移送、加强联合执法、加
大宣传教育力度等方面，会商形成了

《关于加强无证印刷企业规范整治的若
干意见》，构建印刷行业规范监管的长
效机制。

“检察机关开展无证印刷企业公
益诉讼专项监督，为全区开展低效行
业全面整治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为
服务高质量现代化建设展现了检察担
当。”金东区人大代表张辉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

大数据排查，180余家无证企业浮出水面
浙江金华金东：依法监督印刷行业规范绿色发展

本报讯（记者沈静芳 通讯员阿
地 雅） “紫 花 苜 蓿 虽 然 比 普 通 牧 草
贵，可长势更好，退耕还草项目不仅防
治 了 荒 漠 化 ，也 增 加 了 收 入 ……”近
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乌拉盖
管理区检察院检察人员同法院执行局
法官、公益守护人、“益心为公”志愿
者，对发生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内
的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进行事后监督走访时，该
案侵权人齐某某表示，一定履行好生
态服务功能损失费的判决内容，积极
培育适合乌拉盖特点的多年生牧草，
更好地改善这块草场。

曾经的齐某某根本不关心土地的

荒漠化问题。2015 年至 2020 年期间，
他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擅自将自己在京
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内的退耕还草地，以
耕 地 名 义 承 包 给 他 人 开 垦 种 植 农 作
物。当地自然资源局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在林草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案件线
索并向公安机关移交。经鉴定，被非法
开垦的草原达 2000 余亩，造成生态服
务功能损失费高达 377万余元。

案件被移送到乌拉盖管理区检察
院后，该院于 2021 年 11 月向法院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部分建
议判处齐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
年，并处罚金 2 万元；民事公益诉讼部
分请求判令齐某某赔偿自 2015 年至

2020 年期间涉案草原的生态服务功能
损失费 377 万余元（一次性现金支付
10 万元；其余部分自 2022 年开始以植
被恢复、劳务代偿、参与环境宣传教育
等替代性修复方式进行赔付，每年投
入生态修复资金等费用不得少于 50 万
元，至上述费用全部折抵完毕）。

2021 年 12 月 29 日，法院一审判决
支持了检察院的全部诉讼请求，齐某
某当庭表示服判。2022 年，检察官跟
进监督了解到，齐某某通过补植复绿、
劳务代偿等方式履行判决义务，投入
生态修复资金、人力成本等各项费用
共 计 66.69 万 元 ，已 通 过 验 收 。 2023
年，齐某某提交了《2023 年度植被恢复

方案》，检察院正在持续跟进中。2023
年 5月，检察官邀请公益守护人胡努斯
吐（系蒙草贺斯格乌拉草原生态系统
研究院科研人员）来到现场，针对齐某
某补植复绿情况进行专业指导。

8 月正是草原最美的季节，走访组
一行发现，案涉地上紫花苜蓿长势喜
人。据悉，乌拉盖管理区检察院注重
将“专业化监督+恢复性司法+社会化
治理”生态检察模式及理念贯穿办案
全过程，坚持“谁破坏、谁修复；谁破
坏、谁赔偿”的原则，督促案件当事人
落实好生态修复方案，巩固京津风沙
源治理工程成果。2021 年以来，该院
依法督促恢复草原 5000 余亩。

护好退耕还草地防治荒漠化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李
蕊 王梦娇） 房地产项目已竣工，城
市建筑垃圾（渣土）处置费为何迟迟未
收缴？近日，经河南省获嘉县检察院
依法对某行政主管部门提起行政公益
诉讼，法院判决被告依法履行建筑垃
圾（渣土）处置费征收管理职责。

2021 年，获嘉县检察院在履职中
发现，2018 年至 2021 年期间，该县竣
工的 41 个房地产项目均未缴纳城市建
筑垃圾（渣土）处置费。该院依法立案

调查，并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审计。经
审计，41 个项目应缴纳相关处置费共
计 2500 余万元。

为推动问题解决，维护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获嘉县检察院专门组织
召开公开听证会，明晰相关职能部门职
责，督促规范处置建筑垃圾（渣土）。
2021年 11月，该院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
检察建议。该部门立即向涉案的两个
项目开发商催缴城市建筑垃圾（渣土）
处置费。此后，该部门以召开会议或发

送通知书的形式，向其他涉案项目开发
商进行催缴，但对拒不缴纳的未采取其
他有效措施或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3 年 6 月 27 日，获嘉县检察院
依法提起诉讼，诉请判令该部门依法履
行城市建筑垃圾（渣土）处置费征收管
理职责。“直至 2023年 4月底，全县辖区
内应征收的城市建筑垃圾（渣土）处置
费，除仅征收两笔共计 140 余万元，其
他仍未征收入库，国有财产流失严重，
国家利益受到侵害。”7月 28日，获嘉县

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获嘉县检
察院检察长牛卫军担任公益诉讼起诉
人，当庭宣读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书。

7月 31日，获嘉县法院依法作出判
决，支持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检
察机关聚焦国有财产保护领域重点问
题，主动出击、深入摸排、积极应对、力
求突破，以行政公益诉讼助力当好国有
财产‘看护人’。”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
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
亮对此案的办理予以高度肯定。

怠于收缴渣土处置费？检察院果断起诉

金东区检察院召集当地职能部门、行业协会代表，就规范印刷行业健康发展
开展座谈。

检 察 官 在 某 废 品 收 购 站 一 角 看
到，废弃的油墨桶随意搁置，有些已经
被压制成方便运输的油墨桶铁块。

本报讯（记者吴杨泽 王鹏翔） 古树名木保存了弥足珍贵的物种资源，记录
了大自然的变迁，传承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生态价
值。近日，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检察院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开展了古树名木保
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公益诉讼办案组深入神头镇吉庄村，实地查验当地一棵
远近闻名的“大槐树”。

这棵 380 岁的大槐树造型奇特，树身向东南倾斜，在离地 3 米高处分叉，盘旋扭
曲，宛如雄鹿头上的角向四方伸展，树梢高 19 米，冠幅 15 米，呈伞状，古树腹空，里
面能容 4 个小孩玩耍。大槐树饱经沧桑，可每到春天来时依然生机勃勃，花香馥
郁。随着槐枝生根发芽、逐渐长大，村民们也繁衍生息、勤劳幸福。

检察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承载着如此乡愁情思的大槐树却存在未悬挂保护
标牌、未设置保护围栏等问题。对此，公益诉讼办案组及时拍照取证，对相关证据
材料进行归纳总结、分析研究，与负有监督、养护职责的行政机关就加强辖区内古
树名木保护工作展开诉前磋商，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加强对古树名木
的日常管理和保护，实现以“我管”促“都管”的监督效果。

古树名木保护事关社会公共利益，事关辖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做好古树名
木保护工作是一个长期的、绿色发展的过程，该院将持续跟进，督促行政机关整改
到位，用法律监督撑起古树名木茁壮生长的广阔天空。

为380岁大槐树“撑腰”

本报讯（记者郭琦） 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场景，不同的是消失的“飞线”。8 月
11 日，记者跟随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来到辖区新悦家园等 3 个住
宅小区进行公益诉讼“回头看”，确认此前存在的“飞线充电”现象已整改到位。

今年 4 月，昌平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在履职中发现，辖区新悦家园、西环
里社区、建明里社区等 3 个住宅小区存在“飞线充电”现象。小区业主或租户在未
采取任何防火、防雨、防漏电等措施的情况下，违规私拉电线为电动自行车或三轮
车充电，有的业主甚至从 4 楼拉出电线，长长的电线在空中飘摇，令人担心。“小区
内的充电桩比较分散，且计费相对高，业主为了方便，就自行在家拉出一根电线，连
接到室外的电动自行车或三轮车上进行充电，不仅严重影响社区环境风貌，也极易
引发火灾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随后，该院对此立案。

5 月 9 日，昌平区检察院向对上述问题负有监管职责的城北街道办事处制发了
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其对 3 个住宅小区的“飞线充电”违法行为及时劝阻，并开展电
动车消防安全专项监督活动，对辖区内住宅小区、楼院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或三轮
车充电安全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整治“飞线充电”问题。

收到检察建议后，城北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立即对 3 个小区的“飞线充电”点
位进行现场查看，联系“飞线充电”业主尽快将“飞线”收回，并告知其“飞线充电”的
消防隐患，对其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同时，城北街道办事处积极开展包括“飞线充
电”在内的电动自行车或三轮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城北街道
办事处共执法 446 人次，已劝阻“飞线充电”85 处及电动自行车或三轮车违规停放
充电 124处。

消失的“飞线”

本报讯（记者南茂林 通讯员张洲芳） “这么早就来排队，感谢大家认可！”近
日，“王记榨油坊”负责人老王向一早就前来采购的顾客打招呼。就在 2 个月前，这
家小有名气的老作坊还陷于一场违法经营风波里……

今年 3 月，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检察院开展食用农产品安全公益诉讼专项行
动期间，检察官走进位于辖区某镇的“王记榨油坊”，发现这家开了 30 年的老作坊
竟然未办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未按法律规定建立进销货查验制度，进货
来源不明，就连老王的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也已经过期。不仅“王记榨油坊”生产
经营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同一镇上的其他几家油坊也均存在类似情况。

3 月 9 日，秦州区检察院依法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检察官对辖区 16 个乡镇
的食用油小作坊进行全面排查，发现有 10 个乡镇的食品安全“包保责任制”落实不
到位，食用油小作坊普遍存在证照不全、进销货查验制度未建立、成品油未检测、食
品从业人员健康证过期等问题，相关部门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为推动食用油小作坊食品安全工作向纵深发展，秦州区检察院组织召开听证
会，听取相关专家及群众代表意见，研判行政机关职责。听证员一致同意检察院依
法督促相关部门履行监管职责。该院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查处
无证照生产经营行为、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督促经营主体设立进销货查验台账
等，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相关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联合各乡镇及派出所对食用油
小作坊进行全面排查，形成问题清单并印发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专项整治期间，相
关部门责令改正 31 户，对符合办证条件的 55 户办理了登记证，依法取缔不合格作
坊 3 户，指导 26 户新开办小作坊规范经营；对 89 家小作坊建立了信息监管台账；邀
请检察官以案说法，集中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12场。

今年 6 月，秦州区检察院进行了现场回访，发现各乡镇食品安全包保责任制落
实机制得到全面落实，食用油小作坊智能化监管系统正常运行，相关证件均已办
理，进销货查验台账全面设立，环境卫生得到大幅改善。

甘肃天水秦州：

助力老作坊解决新问题

本报讯（记者蒋长顺 通讯员贺兴） “感谢帮助，这 2 万方石料总算拉走啦！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可落地了，不然的话，这次公司要面临巨大的处罚风险……”8
月 8 日，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再次来到某石材公司采矿场就非法侵
占河道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时，该公司负责人陈某激动地说道。

2021 年，陈某在郧阳区南化塘镇青岩河村梁家凹处开了一家石材公司。公司
位于青岩河附近，石料开采占用了部分河道。今年 2 月 28 日，有志愿者在“益心为
公”检察云平台反映了该公司采矿场非法侵占河道问题。郧阳区检察院检察官第
一时间开展实地调查。检察官在现场看到，青岩河一截河道被石料堵塞，另一处石
料加工场地堆占了河道三分之一的宽度，存在行洪隐患。

在该公司办公室，检察官找到陈某了解情况。陈某解释道，受疫情等因素影
响，企业前期采挖堆放的石料未能及时清理，公司采矿许可证已于 2022 年 12 月 24
日到期，若再清运石料会存在涉嫌非法采矿风险，可能被巨额处罚。

今年 3 月 1 日，郧阳区检察院决定对该案进行立案审查。随后，检察官走访了
区国土、应急、水利、矿山执法等相关部门，了解相关情况，听取意见建议。3 月 6
日，该院专门召开公开听证会，全面听取听证员和相关当事方的意见。通过公开
听证，各方形成共识：企业制定河道清理方案，确保汛期来临前河道畅通；清理
过程中不得再采挖和加工石料，接受国土、应急、矿山执法部门监督；水利部门
做好河道清理期间的督导和后续验收，当地政府安排专人负责现场监管及与相关
部门的联系对接。

据此，该院当场向区水利和湖泊局、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
督管理职责，督促涉案公司及时清理河道砂石，恢复河道原貌，确保行洪安全和生
态环境不受破坏。在后期整改期间，涉案公司经过近两个月的连续施工，将河道内
堆放的 2 万方石料和石料加工占用的场地全部清理完毕，并在河道两岸栽植树苗
5000 余棵。

经第三方机构评估，该河道经整改后防洪标准为 10 年一遇，河道宽度、深度满
足行洪要求。

“这2万方石料总算拉走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