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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研发总监 王召明

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
稳定屏障、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打造我国向
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为内蒙古确立的战略定位。

草原是“粮仓、肉库、奶罐”，草业兴则生态兴。推动优质乡土种源、草
产业发展，对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农畜
产品生产基地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多年从事草种业、生态技术应用领域
的科研创新，经过广泛的调研与思考，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我提交了《关
于用数字技术及种源创新助推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种：抓好草种种源质量

草原健康重在保护、要在修复，核心在草种。买来的种子能种出一片
草坪，种不出一片草原，这就是“地情”，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植物。

近年来，我国各地高度重视草业方面的科研创新投入，尤其在内蒙古自
治区，从育种到生产，协同发力，加快“繁和推”的速度，在草种新品种培育、分
子育种技术、饲草优质高效生产加工技术、草原植被恢复技术方面攻关，为大
面积、规模化、高标准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及饲草生产作保障。在政府的扶持
下，部分种业、草业企业也具备了一定的科研实力及成果转化能力。

蒙草集团对标国家种质资源库，完善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乡土种质资
源收集、选育，研究新品种的推广、应用，打造“保育繁推”一体化，取得了
一系列成果，一批优良草种用到了草原修复、草产业发展中。但在推进研
发的进程中，我们仍然存在“优质品种选育速度慢、数量少”的堵点。

对此，我建议有关部门加快推进草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打通国产
优势品种创新、已有品种成果转化的通道。在草种新品种培育、饲草加
工、草原生态修复等方面攻关，从育种到生产协同发力，加快“繁和推”的
速度，为大面积、规模化、高标准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及饲草生产作保障。

质：建设高标准草田、草产业示范区

近年来，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对草产业发展高度重视。特别是去年
以来，自治区提出大力发展羊草产业，羊草具有抗冻、耐盐、耐碱、耐瘠薄
等特性，是禾本科“牧草之王”，是退化草地生态修复和建立人工草地的
首选乡土草种。通过政策引导、企业牵头、农牧户参与等方式，今年内蒙
古自治区计划增加羊草种植面积 53 万亩，形成种源、种植、收割、贮存、用
草产业链，实现草原畜牧业和草原生态环境改善协调发展。

优质的草种、饲草也需要好的土地，在不影响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将
一定比例规模的羊草、苜蓿、燕麦、黑麦草等，纳入耕地种植结构，草粮轮
茬后又是高标准农田。为此，我建议制定相关实施办法，在特定区域实施
灵活的土地政策进行粮草轮作，建设高标准草田、草产业示范区。

技：搭建智能草产业数据平台

加强数字技术在草产业中的应用，用数据“导航”发现问题，能更精准
“对症下药”。我们在内蒙古自治区利用“草原生态数字保护平台”开展工
作，十分高效，可以在全国范围推广。我建议，农牧、林草部门统筹搭建“草
产业数据平台”，加快农牧、饲草企业终端的数字化应用，实现“智能选种、
水土气智能化感知、水肥灌溉的数字化遥控、预测天气防灾救灾、监测产量
长势、机械与收割智能化、饲草料储藏/交易/配送”数字化管理，普及数字
科技在草原和草牧业应用，实现对草原生态最好的保护和发展。

链：大力培育规模化新型经营主体、龙头企业

草原上种植的大多是多年生草种，产出效益低、投资回收期长，我建
议加大草种生产补贴力度，扩大补贴范围，持续扶植培育集草种研发、成
果转化推广、智能机械化为一体的“专精特新”草种业、草产业龙头企业，
引导企业向饲草优势产区集中，逐步实现优质牧草就地、就近供应。

对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优质牧草种植、草田轮作、饲草加工运输储备、产
销信息服务、科研技术攻关等草产业重点环节予以“点对点”专项扶持。例如，
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也是草产业的基础，我建议精准判定生态修复行业划分
的统计口径，从建筑业调整为生态环保与
环境治理业，享受科研投入及税收上的支
持，提升“一棵草到一杯奶”的绿色产业链
发展。 （整理：本报记者沈静芳）

用数字技术及种源创新
助推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讲述人：王召明

为推动草产业发展，我建议抓好草
种种源质量、数量，建设高标准草田、草产业
示范区，以数字科技为抓手，搭建智能草产
业数据平台，大力培育规模化新型经营主
体、龙头企业，解决好种什么、怎么种、产业
链联动等问题。

“

”

代表建议与检察建议衔接转化

□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马晓倩

“对于错误的婚姻登记，当事人已
穷尽救济途径，婚姻关系仍无法解除。
检察机关依法监督，发挥一体化办案优
势，以抗促和，解决离婚难题，推动行
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保障了当事人婚姻
自由权，实现案结事了政和。”近日，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邑县富民小麦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德东对德州市
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行政生效裁判抗诉
监督案件成效给予肯定。

2008 年，石某与张某甲经人介绍相
识。张某甲因未到法定婚龄，遂冒名使
用其哥哥张某乙的身份信息与石某到庆
云县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当日，庆云
县民政局颁发结婚证。结婚证当事人为
石某、张某乙，结婚证中照片系石某与
张某甲的合影。

婚 后 ， 张 某 甲 与 石 某 育 有 一 子 一
女，后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夫妻感情
破裂。两人到庆云县民政局协议离婚，
民政局因婚姻登记当事人为张某乙，不
予办理。而此时张某乙因车祸脑部受伤
致残，无法自主表达。随后，石某以张
某甲为被告提起民事离婚诉讼，因无结
婚证明法院不予受理。

其间，因无法离婚，张某甲与石某
积怨加深。2019 年 3 月，两人发生争执
后，张某甲将石某母亲耳朵割伤。张某
甲未获得谅解，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

2019 年 4 月 26 日，石某以庆云县民
政局为被告、张某乙为第三人提起行政
诉讼，请求撤销结婚登记。庆云县法院
认为，石某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五年的最
长诉讼保护期限，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
裁定驳回石某的起诉。次年 5 月 20 日，
石某以张某乙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请
求离婚。庆云县法院认为，石某与张某
乙之间不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判决驳
回石某的诉讼请求。

2022 年 9 月，石某申请检察监督，
庆云县检察院经审查发现，石某诉庆云
县民政局、第三人张某乙行政诉讼案驳
回起诉错误，遂依法受理，组成以检察
长颜倩倩为主办检察官的办案组。

为 切 实 解 决 困 扰 当 事 人 的 离 婚 难
题，办案组调取法院案卷材料、民政部

门婚姻登记档案、当事人户口档案信
息，走访当事人所在村委会，询问当事
人、第三人及民政部门相关经办人。经
查，在婚姻登记过程中，民政部门工作
人员未依法全面审查当事人的身份信
息，导致婚姻登记错误。石某与张某甲
感情破裂，均强烈要求离婚，但因婚姻
登记当事人为张某乙，民政部门无法办
理离婚登记。

“婚姻登记行为具有人身属性，持
续影响当事人生活乃至生存状态。案涉
婚姻登记明显错误，但石某自 2019 年起
通过协议离婚、行政诉讼、两次民事诉
讼等方式，仍无法解除婚姻关系，且因
离婚难题引发故意伤害刑事案件，案件
情况错综复杂，必须坚持依法能动履
职，彻底解决离婚难题。”颜倩倩说。

庆云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法院认
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原裁定驳回起
诉确有错误，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向庆云
县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同年 11 月
11 日，法院作出不采纳检察建议的行政
决定。同日，庆云县检察院就该案办理
情况向德州市检察院汇报，并提请市院
抗诉。德州市检察院经研究认为，庆云
县法院对检察建议处理确有错误，根据

《人 民 检 察 院 行 政 诉 讼 监 督 规 则》 规
定，依法跟进监督，并于当日向德州市
中级法院提出抗诉。

随后，市县两级检察院按照“一体
推进、规范联动、促进和解”的思路齐
力推进工作。德州市检察院认真研究法

律适用，积极协调案件进展，多次向山
东省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汇报案件进展。
庆云县检察院负责进一步调查核实，对
当事人进行释法说理，积极引导双方和
解。

2023 年 2 月 1 日，石某诉庆云县民
政局、第三人张某乙行政诉讼案再审开
庭，德州市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抗诉。

案件再审过程中，庆云县检察院向
县民政局全面了解更正婚姻登记、撤销
婚姻登记的流程，与当事人石某、张某
甲沟通解决办法，消除当事人顾虑，积
极引导双方和解。最终，该院确定先变
更婚姻登记信息，后诉讼离婚的争议化
解方案。

经过两级检察机关沟通协调，今年
3 月 2 日，庆云县民政局将张某乙身份
信息变更为张某甲，并为石某、张某甲
换发结婚证。次日，检察官协助石某、
张某甲到庆云县法院办理离婚诉讼立案
手续。

石某向庆云县法院提起离婚和抚养
权诉讼后，在诉前调解阶段，法院要求
石某提交其与张某甲、两个子女登记在
一个户口本上的证据，以证明子女系其
双方子女的事实。因户口本登记的为

“张某乙”，石某无法提交该证据，离婚
诉讼再次受阻。

后来，石某将诉讼请求变更为仅要
求与张某甲离婚而不涉及子女抚养问
题。经过不懈努力，庆云县法院终于同
意立案受理石某的离婚起诉，并于 4 月

3 日出具民事调解书，解除石某与张某
甲的婚姻关系。5 月 15 日，德州市中级
法院以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诉讼请求
已全部实现为由，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至此，一场长达五年的争议得到实质性
化解。

对此，魏德东评价道，庆云县检察
院对确有错误的行政生效判决发出再审
检察建议，在未获采纳的情形下，德州
市检察院经分析研判依法提出抗诉，做
到“敢抗”和“抗准”相统一，有效增
强检察监督刚性。同时，检察机关在履
职中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开展司法
救助与社会救助，彰显司法公正与检察
温情。

庆 云 县 检 察 院 走 访 调 查 时 发 现 ，
张某乙因车祸致残，精神失常、丧失
劳动能力，家庭经济困难，而且张某
乙因被弟弟张某甲冒用身份信息与石
某办理结婚登记，致使其不能享受相
应的低保政策。对此，庆云县检察院
检 察 官 在 办 案 期 间 先 后 多 次 到 石 某 、
张某乙家走访，了解张某乙的个人情
况、石某工作生活情况、张某甲孩子
的抚养情况及家庭经济情况，并帮助
张某乙申请司法救助金。

为帮助张某乙获得社会救助，庆云
县检察院积极协调民政、乡镇政府、残
联等单位为其落实低保、残疾人补贴等
多元救助措施，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
助的有效衔接，为其后续生活纾困解
难。

糟心“婚”事终了结
山东德州：两级院联手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获代表肯定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赵莎
莎 李清媛） “门前终于没有臭味，我
再也不用捂着鼻子出门了！”近日，河南
省郑州市上街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到案
发地进行回访，新安西路社区的刘大娘
高兴地说。

5 月，该院公益诉讼办案团队在梳
理人大代表意见时，发现上街区新安西
路社区有黑臭水体的线索。检察官随即
前往现场进行调查，通过走访附近居民、
实地踏查了解到，这片黑臭水体是从上
街区峡窝镇马固村一处窨井外冒流出，
沿沟渠向北流入新安西路社区居民楼西
侧空地后形成的，气味刺鼻，蝇虫飞舞，
且造成道路湿滑，给车辆和行人通行埋

下安全隐患，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经与属地政府、职能部门沟通，检

察官发现该黑臭水体源头位于峡窝镇
某废旧厂区内。上街区城管局因不掌握
该处地下管网信息，无法展开工作。属
地镇政府因资金少、技术人员和工程机
械不足、治理难度大，工作未能推进。

6 月 19 日，上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卫东带队到区检察院调研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时，随办案组前往该黑臭水体
现场了解案件办理困境。

座谈会上，区人大常委会调研组与
该院达成公益保护共识，决定以该案办
理为契机，共建人大代表建议与检察建
议衔接转化机制。随后，区人大常委会

与区检察院会签文件。
有了区人大常委会的支持，该院迅

速行动，先后 3 次召开督促协调会，邀
请区人大常委会、峡窝镇政府、新安路
办事处、区城管局和区环保局等相关负
责人参会，剖析黑臭水体长期未处置原
因、厘清各单位监管职责、商议整改以
及后续监管方案。会议确定由区城管局
根据窨井外冒问题提出科学整改方案，
提供必要设备和技术支持，并指导属地
镇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控源截污，清淤
疏浚，将污水排入指定的排污口；属地
镇政府积极争取资金，按照清污方案整
改到位。

针对窨井污水冒溢问题，检察机关

向区城管局、属地镇政府发出督促履职
检察建议。上街区人大常委会全程监督
案件办理，数次派人到现场调研并给予
指导，推动问题解决。

9 月初，窨井出水口已被疏通，井口
周围已硬化并加高加固，水坑回填平
整，附近排污管道全部并入市政污水管
网，涉案黑臭水体全部清除，困扰附近
居民的黑臭水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今年以来，上街区检察院与区人大
常委会加强沟通联系，从制度层面建立
代表建议与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机
制，发挥“人大监督+检察监督”双重优
势，推动民生问题高效解决，疑聚起公
益保护合力。

郑州上街：合力解决黑臭水体问题

□本报通讯员 丁艳红 罗蒙

“检察建议提供了案例参考，我们
提出的建议更有针对性，履职更高效
了。”日前，贵州省安顺市紫云县检察院
检察官向安顺市人大代表、亚鲁王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肖仕芬反馈《亚鲁王》传
承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办理情况，肖仕
芬对检察建议助力代表建议落实成效
表示肯定。

2022 年 1 月，肖仕芬在安顺市两会
上提出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
游融合发展的建议。会后，肖仕芬与检
察官深入交流时提出：“《亚鲁王》是一
部苗族英雄史诗，2011 年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为只有语言，
没有文字，曲调和内容仅仅靠口口传
唱，传承方式有限，传承人年龄偏大，面
临失传风险。”

2022 年 5 月，紫云县检察院将从代
表建议中梳理出的线索进行行政公益
诉讼立案，并邀请肖仕芬监督案件办
理。同年 8 月，该院将调查查明的《亚
鲁王》非遗项目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主动
向肖仕芬汇报，并依法向负有保护管理
职责的相关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

议，并将检察建议抄送同级人大常委
会。

“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
视，陆续投入 52.5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

《亚鲁王》成果研究、传承人补助发放
等，组织 300 余名传承人及徒弟集中开
展苗文培训和史诗传授，新增认定 45
名 县 级 传 承 人 ，在 7 所 中 小 学 校 增 设

‘苗语特色课程’，让非遗文化走进校
园，积极扶持传承人在当地 4A 级景区
展演，打造非遗主题旅游线路，为传承
人创业提供平台。”2022 年 10 月，检察
官向肖仕芬反馈案件办理情况。

为全面推动紫云县辖区内 9 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保护，肖仕芬
以 《亚鲁王》 传承保护行政公益诉讼

个案中反映出的传承人管理机制不健
全、非遗保护经费保障不足等源头问
题为切入点，于今年 1 月在安顺市五
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 《关于加强非
遗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建议》，推动
行政机关落实 《安顺市亚鲁王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中关于传承人认
定和管理的规定，建立非遗代表性项
目专家评审，县级传承人考评、认定
和管理办法等制度。

5 月，紫云县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
县检察院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
域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情况，审议通过
支持检察公益诉讼助力非遗文化保护
的决定。9 月，紫云县人大常委会与县
检察院出台《关于建立人大代表建议与
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机制
的办法》，搭建起人大代表与检察机关
协同推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平台。

“检察建议从代表建议中来，又回
到代表建议中去，一方面优化代表建议
办理，增强检察监督刚性，同时检察建
议为代表履职提供支持，协同督促行政
机关依法履职，促进个案背后共性问题
的解决。”紫云县检察院检察长罗仕熙
表示。

苗族英雄史诗永流传
贵州紫云：促进解决个案背后共性问题，保护非遗项目《亚鲁王》

近日，延边铁路运输检察院会同有关部门对图珲线铁路安全隐患整
治情况进行踏查，并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咸顺女（右二）参与监督。咸顺女
看到整改后现场的情况感慨：“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为企业发展助
力，真正做到了‘铁路铺到哪里，检察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本报通讯员滕妍摄

检察官走访《亚鲁王》代表性传承人，了解非遗保护情况。

▲检察官讨论案情。

▲ 庆云县检察院检察官向魏德东代表汇报案
件办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