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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魏自民 马盈盈

近日，家住河南省南乐县寺庄乡的小
刚专程到南乐县检察院，向检察官送来一
面印有“行政检察解民忧，化解争议暖民
心”的锦旗，表达对检察机关的感谢。

2001 年 2 月 2 日，小刚与小玲办理结
婚 登 记 时 ， 因 小 玲 未 达 到 法 定 结 婚 年
龄，就借用姐姐小丽的身份证与小刚办
理了结婚登记。而当时，小丽已经组建
了家庭，与小明在 2000 年 12 月 13 日办理
了结婚登记。2005 年初，小玲和小刚因
感情不和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由于
未查到结婚登记信息，便当即补办了结
婚 证 ， 又 随 即 办 理 了 离 婚 手 续 。 今 年
初，小刚准备再婚办理结婚登记时，被
告知因他与小丽未离婚，不能办理结婚
登记。

小刚到南乐县民政局申请撤销他与
小丽的婚姻登记，但被告知他们的情况
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或无效婚姻的
情形，民政局无权主动予以撤销，又因
已过诉讼时效，小刚也无法通过提起诉
讼 来 解 决 问 题 。 眼 看 这 些 路 都 走 不 通 ，
小刚苦恼极了。

今年 3 月，小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
到南乐县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承办检
察 官 第 一 时 间 联 系 县 民 政 局 ， 调 取 小
刚、小丽的结婚登记信息，并依据最高
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 《关于妥
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
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与民政
局工作人员探讨帮助小刚解决难题的最
佳方式。

经双方达成共识，南乐县检察院于 4
月 7 日向县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三天
后，南乐县民政局撤销了小刚与小丽的
婚姻登记，高效解决了影响小刚正常结
婚的难题。

记者了解到，该案的成功办理是南
乐县检察院与该县民政局合力促进行政
争议实质性化解的一个缩影。在化解行
政争议过程中，南乐县检察院与该县民
政局探索形成了“互通线索—畅通调查
—共同磋商—及时答复”的行政争议化
解 路 径 ， 即 在 接 到 群 众 反 映 的 问 题 后 ，
及时通知对方问题所涉及的类型和基本
情况；畅通调查核实当事人婚姻登记情
况的渠道；召开磋商会，根据具体案情
探讨是否属于两高两部指导意见中所列
明 的 适 用 情 形 ， 判 断 能 否 撤 销 婚 姻 登
记，消除意见分歧；在检察建议制发一
周内，民政局迅速撤销错误的婚姻登记
并及时答复当事人。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22年的冒名婚姻被撤销

□本报记者 沈静芳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阿拉善盟，是“三北”地区自然条件最恶劣、
生态环境最脆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就在这片生态极其脆弱
的土地上，却发生了一起因矿业公司未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责任
而引发的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面对满目疮痍、亟待恢复的矿山，阿拉善盟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与
行政检察融合发力，维护了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的合法性和公信力，捍
卫了“谁破坏谁治理”的生态环境治理原则，避免了国有资产流失。

日前，该案例入选最高检围绕“行政检察助力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主题发布的“检察为民办实事”——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第
十二批）。

谁破坏谁治理
岂能企业获利国家买单
追缴代履行费！阿拉善一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成生态司法治理样本检察监督案成生态司法治理样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系统部署
和安排，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最高检强调，要改进和加
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
作。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各
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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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最高
检 要 求 ， 充 分 发 挥 行 政 检 察

“一手托两家”在服务保障生态
环 境 和 资 源 保 护 中 的 独 特 作
用，办理了一批未履行矿山恢
复治理责任、违法排污、非法
占 用 毁 坏 林 地 等 行 政 检 察 案
件。阿拉善盟检察分院办理的
某矿业公司未履行矿山恢复治
理责任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
案就是其中一件。

根据矿产资源法、《矿山地
质 环 境 保 护 规 定》 的 相 关 条
款，案涉企业应当因地制宜开
展复垦利用、补植复绿等恢复
治 理 义 务 。 检 察 机 关 在 办 案
时，充分开展调查核实，确保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行政
处罚执行到位。从非诉执行受
理 、 审 查 、 执 行 等 环 节 入 手 ，
认真依法审查是否存在行政机
关怠于申请强制执行、怠于执
行 以 及 法 院 应 立 案 而 不 立 案 、

应予执行而裁定不予执行、不
应执行而准予执行等情形，积
极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依法支
持代履行制度的应用，以高质
量检察履职助力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

另外，我们在全自治区部
署开展土地执法查处领域行政
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和“保
护草原林地”行政检察专项活
动，助推自然资源和林草法治
建 设 。 注 重 加 强 案 件 线 索 摸
排，协调自然资源和林草主管
部门调取近年来办理的行政处
罚案件以及向法院申请非诉执
行案件相关情况及数据。注重
健全协作配合机制，内蒙古自
治区检察院与区自然资源厅会
签 《关于建立自然资源行政执
法与行政检察衔接工作机制的
意见》，与区林业和草原局会签

《关于在森林草原执法查处领域
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畅通信
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
渠道。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全
区检察机关共办理自然资源和
林 草 领 域 非 诉 执 行 监 督 案 件
1181 件 ， 提 出 检 察 建 议 1030
件 ， 涉 及 各 类 土 地 面 积 1.9 万
亩。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
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更
好地以行政检察助力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为筑牢国家北疆
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检察力量。

发挥行政检察独特作用
助力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 孙璐怡

内蒙古自治区某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下称“矿业公司”）在铁矿采矿许可
证到期且停止开采后，一直未履行矿
山恢复治理责任。相关职能部门经实
地勘察后发现，被采铁矿山存在严重
的地质灾害隐患，甚至威胁到附近道
路通行安全，亟待恢复和治理。

2016 年 11 月，阿拉善盟检察分院
向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自
然 资 源 局（下 称“ 开 发 区 自 然 资 源
局”）制发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
议其依法履行对某矿业公司恢复治
理 铁 矿 山 地 质 环 境 的 监 督 管 理 职
责。开发区自然资源局采纳该建议
后多次向矿业公司下达责令履行恢
复治理行政决定书，但矿业公司一直
拒绝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刻不容缓，经检察机关建议，开发区
自然资源局决定以代履行的方式强
制执行。

就这样，恢复治理工作在开发区
自然资源局的推动下顺利开展，曾经千
疮百孔的矿山逐渐恢复了绿色生机。

2018 年 9 月，开发区自然资源局
作出《责令限期履行催告书》及《责令
限期履行决定书》，责令矿业公司缴
纳一期发生的代履行费用 700 万元。
矿业公司对此提起行政诉讼，阿拉善
左旗法院以开发区自然资源局代履
行强制执行未正确履行告知程序为
由，判决该局撤销其作出的《责令限
期履行决定书》。

此时，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
作已接近尾声，代履行程序却被法院
认定违法，这让开发区自然资源局左
右为难。为尽快恢复地质环境、消除
安全隐患，开发区自然资源局经请示
地方政府后，决定继续完成恢复治理
工作。治理工程竣工验收后，经专业
评审，决算金额为 1815 万元。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 月，开发
区自然资源局又先后两次向矿业公
司发出《责令限期履行催告书》和《责
令限期履行决定书》，责令矿业公司
缴纳全部代履行费用 1815 万元。矿
业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2021 年 7 月 21 日，开发区自然资
源局再次向矿业公司送达《责令限期
履 行 催 告 书》，矿 业 公 司 仍 未 履 行 。
同年 9 月，开发区自然资源局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然而，阿拉善左旗法
院仍以开发区自然资源局代履行强
制执行未正确履行告知程序为由，裁
定 不 准 予 执 行《责 令 限 期 履 行 决 定
书》。

无奈之下，2021 年 10 月 11 日，开
发区自然资源局向阿拉善盟检察分
院反馈上述情况，并请求检察机关予
以监督。

矿业公司仍拒不缴纳代履行费数次督促

检察监督

自检察机关发出公益诉讼诉前
检察建议起，这一行政争议已经持续近
5年的时间，但承办检察官的目光从没
有停止过对案件进展情况的关注。

据承办检察官谢志平介绍，接到
开发区自然资源局的监督申请后，检
察机关第一时间调阅了该局执法卷
宗、法院诉讼卷宗和申请行政非诉执
行卷宗，重点审查了代履行的事实和
法律依据。检察机关认为，矿业公司
作为采矿权人，在矿山采矿许可证到
期后，未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
定》履行矿山恢复治理责任，经开发
区自然资源局多次行政责令后仍拒
不履行。开发区自然资源局通过代
履行方式强制执行责令恢复治理的
行政决定，并通过验收，代履行产生
的费用依法应由采矿权人矿业公司
承担。另外，法律没有赋予自然资源
部门代履行费用的强制执行权，开发
区自然资源局依据行政强制法第 53
条规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开发区自然资源局
代履行和责令限期履行决定系两个
关联但相互独立的行政行为。本案
中，法院审查的对象应是《责令限期
履行决定书》，并且代履行行政行为
已经生效，作出程序也没有达到明显
且重大违法程度，阿拉善左旗法院以

代履行程序违法为由，裁定不准予执
行，显然不当。

谢志平表示，行政诉讼法第 74 条
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行政行为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
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
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
益 、社 会 公 共 利 益 造 成 重 大 损 害
的”。开发区自然资源局代履行矿山
恢复治理的行为已经完成，无重新作
出行政行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
代履行费用若无法进入执行程序，国
家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失。阿拉善左
旗法院作出不准予执行裁定，不符合
上述法律规定。

该案因行政公益诉讼督促履职
而起，涉案金额较大，阿拉善盟检察
分院认为确有必要提级办理，遂建议
开发区自然资源局向上一级法院申
请复议。阿拉善盟中级法院受理后，
阿拉善盟检察分院与其进行了充分
沟通并联合召开公开听证会，详细听
取矿业公司的意见。

在 2021 年 12 月 举 行 的 听 证 会
上，矿业公司称，公司一直没有收到
开发区自然资源局作出的《责令限期
履行决定书》，不存在履行义务；开发
区自然资源局的行政行为系反复、同
一的无效行为，其早在 2018 年作出的

《责令限期履行决定书》就已被阿拉
善左旗法院判决撤销，此次改案号后
重新作出，系同一无效行为，无效行
为自始无效；名为代履行，实为侵犯
企业合法权益；开发区自然资源局在
复议申请书的第二条认可“代履行后
由矿业公司代理人签字确认的会议
纪要、文书送达回证、航拍视频、简报
等”，充分证明开发区自然资源局在
代履行前未制作和送达《行政强制催
告书》《行政强制代履行决定书》两项
法定前置程序。而在公司不知情的
情况下的代履行，系开发区自然资源
局的单方面行为。

检察机关综合上述情况，进行全
面审查后认为，区自然资源局代履行
程序虽有瑕疵，但没有达到严重违法
的程度，对此种情形，法律明确可以
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法院
审查强制执行申请时，没有充分考虑
代履行执行内容的不可逆性，不准予
执行意味着对区自然资源局追缴代
履行费用的否定，有违“谁破坏谁恢
复”的原则，致使代履行费用难以被
追回，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公益保护
目的无法实现。

2021年 12月 10日，阿拉善盟检察
分院依据上述理由向阿拉善盟中级法
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准予执行。

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是一道
必答题。但要答好这道题，既需要各
单位各部门融合发力，也需要依法治
理，有序治理，从而为更多矿山地质环
境的恢复治理蹚出一条路来。”在谢志
平看来，这一案件对于司法机关来说
既是一道法律题，也是一道政治题，

“一个案件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教材，这
也将成为生态司法治理的样本。”

阿拉善盟中级法院同样以审慎的
态度办理这起案件。经过公开听证听
取各方意见后，承办法官对开发区自
然资源局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进一步
审查后认为，矿业公司对行政机关要
求其恢复治理地质环境是明知的，在
其不履行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义务时，
经催告后区自然资源局才作出代履行
决定。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代履行费用
1815万元是按照成本合理确定的。代

履行时，开发区自然资源局作为作出
决定的行政机关派员到场进行监督，
而且代履行费用已实际发生。代履行
是当事人拒绝履行行政决定义务时，
由行政机关或者委托第三人代替当事
人履行，并向当事人收取履行费用的
执行方式。代履行是与执行罚、直接
强制执行并列的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方
式。代履行的核心是义务的替代履
行，对当事人而言是作为义务转化为
了金钱给付义务；对行政机关而言，通
过代履行，避免了强制手段的使用，实
现了行政管理目的，恢复了行政管理
秩序。代履行决定书应当送达，本案
中，开发区自然资源局按照送达地址
确认书中确认的地址向矿业公司进行
了送达，物流详单能够印证已签收的
事实，矿业公司主张没有收到《责令限
期履行催告书》《责令限期履行决定

书》与事实不符。矿业公司在法定期
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
诉讼，在该决定书生效后三个月内，开
发区自然资源局向阿拉善左旗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责令限期履行决定书》，
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
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符合强制执
行的法定条件。依照行政诉讼法、行
政强制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
释》有关规定，裁定撤销阿拉善左旗法
院不准予执行裁定，并准予执行开发
区自然资源局作出的《责令限期履行
决定书》。

近日，承办检察官再次来到矿山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现场回访时发现，
曾经岩石裸露、尘土飞扬的景象已成
为过去，一簇簇顽强的绿植正在山石
间迸发着勃勃生机。

啃下矿山恢复治理“硬骨头”融合发力

阿拉善盟检察分院利用远程会商系统向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汇报相关工作

阿拉善盟检察分院与阿拉善盟中级法院就案件进行充分沟通阿拉善盟检察分院与阿拉善盟中级法院就案件进行充分沟通

经过治理，大地的伤痕正在愈合

沟壑纵横的土地犹如大地的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