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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杰

“办结代表建议 5 件，落实代表意
见建议 100 余条，研判公益诉讼案件线
索 42 件，立案办理 38 件。”2023 年 12 月
底，浙江省宁波市检察院盘点了“人大
代表建议+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向衔
接 转 化 机 制 实 施 一 年 来 的 成 绩 单 。
2022 年 12 月，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制定发布《关于建立代表建议与公益
诉讼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机制
的实施办法》。一年来，宁波市检察机
关通过代表联络常态化推动人大监督
与检察监督的实时、动态联动和深度
融合，实现了从个案办理向类案治理
的延伸，以人大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双
向奔赴”合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检察机关及时回应代表建议，通
过积极履职有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希望今后进一步深化代表履职
和检察监督的互促共融，提升检察工
作质效，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提供
更多优质法治产品。”全国人大代表、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畜禽研究所所
长陈淑芳如是说。

以人大监督为源头活水

“检察机关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
法履职，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有
力保障了特殊群体安全便捷出行。”近
日，宁波市人大代表柯武恩考察了宁
波城区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对宁波
市检察机关落实代表建议开展专项检
察监督工作表示赞许。

姚江北岸休闲带是宁波“三江六
岸”城市名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位
于宁波核心城区的重要休闲滨水生态
廊道。2023 年初，在宁波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柯武恩
等代表就姚江北岸休闲带无障碍通道
设置不合理，影响残障人士、老年人等
特殊群体出行问题提出了代表建议。

针对代表建议，宁波市江北区检
察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走访调查，发
现姚江北岸休闲带在无障碍通道设置
方面确实存在未充分考虑特殊群体自
主安全通行需求的情形。办案检察官
在排摸中还发现，辖区存在多处盲道
老 旧 、损 毁 或 设 计 不 合 理 等 问 题 。
2023 年 6月，江北区检察院依法向江北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
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履行监管职责，
对相关问题予以落实整改。

收到检察建议后，江北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第一时间部署开展整改行动，并
于 2023 年 8 月对检察建议作出书面回
复。目前，姚江北岸休闲带无障碍通道
问题已完成整改，相关点位均增设了无
障碍通道，原有无障碍通道也进行了优
化改造。针对盲道破损等问题，江北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辖区 11 条道路开展
专项整治，落实整改 743 处，使特殊群
体无障碍出行有了必要保障。

据统计，“人大代表建议+
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向
衔接转化机制实施以

来，宁波市检察机关从代表建议中提炼
公益诉讼监督线索 20 余条，办理案件
16件，通过建立健全“办前联系、办中沟
通、办后回访”的办理代表建议闭环机
制，真正实现了“办理一件建议、解决一
类问题、推动一方工作”的效果。

检察建议转化为代表建议

宁波市检察机关注重从检察建议
中梳理出能够推动系统治理、综合治
理的“好点子”，推动检察建议转化为
代表建议或人大立法，开展诉源治理、
综合性治理，助推解决深层次问题，余
姚市检察院办理的“粘鸟网”案件便是
其中之一。

2023 年 5 月，有爱鸟人士反映，余
姚市部分果园存在使用“粘鸟网”的情
况。线索移送到余姚市检察院后，检察
官立即深入相关乡镇开展调查，发现确
有果农使用“粘鸟网”。检察官在一张

“粘鸟网”上发现 17 只鸟类死体，包括
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珠颈斑鸠、麻雀
等，也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

余姚市检察院认为，部分果农在
农业生产过程中防护措施使用不当，
造成野生鸟类死亡，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进行行政公益
诉讼立案。同月 29 日，余姚市检察院
邀请余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农业
农村局及属地街道召开圆桌会议，明
确属地政府对破坏野生动物行为具有
执法检查职责。同日，余姚市检察院
依法向属地街道制发诉前检察建议，
督促其开展违规网具执法检查，修复
可供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生态环境。

2023 年 6 月 2 日，余姚市检察院就
该案举行公开听证会，邀请浙江省人
大代表黄科威，宁波市人大代表何达
峰、钱荣麓，余姚市人大代表王根福，
余姚市梁弄镇人大代表项汉明及鸟类
保护专家、森林执法工作者作为听证
员，就如何保护野生鸟类、加强监管及
优化农业种植领域防护措施等问题进
行 探 讨 ，寻 求 各 方 利 益 保 护 的 最 优
解。随后，属地政府及时开展“清网”
专项行动，累计清理违规设网 70 余处，
当场解救挂网鸟类 60余只。

针对该案反映的野生动物保护与
农业种植防护措施之间的矛盾，参与这
次听证的宁波市人大代表钱荣麓在宁
波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提交了《关
于优化农业种植领域防护网具保护野
生动物资源的建议》，该建议已由宁波
市人大常委会移交相关部门办理。

2023年以来，宁波市检察机关针对
农村垃圾归集点设置不规范导致基本
农田被侵占、果农使用粘鸟网具伤害野
生鸟类、电动自行车充电存在消防安全
隐患等问题开展监督，推动检察建议转
化为代表建议及人大立法 3件。

“人大监督+检察监督”互促共融

为更好地接受人大监督，主动听
取代表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2023
年以来，宁波市检察院先后邀请宁波
市 10个市人大代表中心组、240余名人

大代表走进检察机关，视察检察
工作，建言检察发展。宁波

市检察机关还积极邀
请人大代表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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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让人大代表充分发挥“观察员”“监
督员”“咨询员”作用，助推案件难点环
节实现突破。2023 年以来，宁波市两
级检察机关共邀请人大代表 52 人次参
加公开听证。

近年来，宁波市检察院领导班子
成员坚持定期带队走访人大联络站，了
解社情民意，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广泛听取基层意见，并将基层人大
代表意见梳理后向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反馈，实现全市十个区（县、市）走访联
络全覆盖。宁波市检察院还将其开发
的“走进检察直通车”小程序嵌入浙政
钉（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建设打
造的浙江省政务协同平台）“代表通”
功能模块，实现检察工作通报、代表建
言献策、检察办件答复、检察履职评价
等应用场景的“指上通”“随时通”。

2023 年 ，通 过 梳 理 代 表 建 议 ，宁
波 市 检 察 机 关 共 摸 排 公 益 诉 讼 线 索
93 条，立案办理 68 件，发出诉前检察
建议及磋商函 66 份。“我们将在深刻
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
主重要论述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代表
建议与检察建议衔接转化工作，深化
代表履职和检察监督的互促共融，提
升检察工作质效，致力打造具有宁波

辨识度的人大代表联络工作标志
性成果。”宁波市检察院检

察长何小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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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市奉化区检察院举行
人 大 代 表“ 走 进 检 察 ”主 题 开 放 日 活
动，以“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题
向人大代表汇报检察工作，详细通报
了代表建议和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
机制在办案中的落实情况。

2023 年上半年，奉化区人民代表
大会闭会期间，区人大代表马华龙向
奉化区检察院提出《关于检察机关助
力 开 展 违 规 经 营 柴 油 专 项 整 治 的 建
议》。奉化区检察院对该建议高度重
视，调查发现辖区部分地方存在“流动
加油车”以及违规储存、倒卖柴油等情
况，因设施简陋、操作人员缺乏资质，
给安全生产带来隐患。考虑到这些违
规经营行为涉及成品油来源、运输、销
售等多个环节，存在“多头管理”难题，

2023 年 4 月，奉化区检察院启动行政公
益诉讼诉前程序，多次牵头组织召开
圆桌会议，邀请相关单位参与讨论，力
求厘清各单位职责边界，打通联合执
法梗阻。该院还邀请具备成品油相关
专业知识的人大代表参与整改方案论
证，认真听取意见。办案过程中，该院
指派专人跟进，及时向人大代表反馈
案件办理的阶段性成效。

2023年6月至7月，奉化区检察院就
该案举行公开听证会，邀请相关单位负
责人、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等多方参会，
就规范柴油经营面临的难点、原因、解决
方案等展开讨论，最终形成统一执法司
法标准、构建协作配合机制的共识。会
后，奉化区检察院根据代表建议和听证
评议结果，积极落实代表建议与检察建

议双向衔接转化机制，向相关单位制发
检察建议，督促依法严厉打击相关违法
行为。检察机关分别与多家单位就加强
危化品运输、储存等各环节监管事项进
行磋商并形成一致意见。2023 年 9 月，
相关部门回函称，已联合开展规范柴油
经营专项整治行动，立案查处违法运输、
经营柴油案件 3 件，涉嫌危险作业的案
件线索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以该案办理为契机，奉化区检察
院与相关单位围绕构建安全生产领域
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协作机制会签意
见，推动多家单位联合出台非法生产、
经营柴油乱象整治长效工作机制，进
一步细化线索传递、查处流程、联合执
法等环节，努力实现“办理一案，治理
一片”的社会效果。

推动治理违规经营柴油乱象

图①：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未成年人在电竞酒店上网容易接触不良
信息等问题，宁波市检察院对辖区电竞酒店进行排查，推进相关职能部门对电竞酒店
新业态进行综合治理。

图②：宁波市海曙区检察院检察官对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监督案件开展“回头看”。
图③：涉案养鸡场整改后，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检察官回访查看耕地恢复情况。
图④：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督促农贸市场规范使用生鲜灯的建议，浙江省宁海县

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检察官深入辖区农贸市场开展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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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地头再也看不到散落的农药
包装废弃物，土壤和水源的污染风险已
经消失，开春后农户们可以放心地种植
农作物了。”近日，宁波市海曙区检察院
检察官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确认经
过整改的土地已符合种植条件。

2023 年初，在宁波市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市人大代
表赵永清提出《关于紧盯土壤污染顽
疾用心用力抓紧治理的建议》。海曙
区检察院了解该代表建议后，严格按
照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建立代表
建议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
化工作机制的实施办法》工作要求，立
即组织开展相关调查。

办案检察官利用无人机在田间地
头实地勘查，发现辖区部分乡镇村社

的田间地头散落着一些农药包装废弃
物 ，存 在 污 染 附 近 土 壤 和 水 流 的 风
险。随后，检察官对辖区 20 余家农资
商店进行走访摸排，结合历年办理的
涉农案件情况，查出 6 家农资商店存在
未按要求设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装
置、未严格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义务、未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台
账等问题，一些农户还存在违规使用
农药的情况。

农药等农资产品的安全使用关系
到粮食生产安全、环境资源安全等多
项社会公共利益，大量农药包装废弃
物丢弃田间，里面的农药残留会随雨
水进入河道、土壤，污染土壤和水源。
2023 年 8 月，海曙区检察院依法向相关
职能部门和属地乡镇制发行政公益诉

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尽快落实整改。
相关职能部门对检察建议高度重

视，除了要求涉案 6 家农资商店进行整
改，还结合 2023 年秋季辖区农业生产
实际，对 45 家农资商店和相关农业生
产主体进行专项执法检查，严格督促责
任主体规范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处置义务；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
农膜回收专项行动，压实农业投入品

“谁生产、谁回收，谁经营、谁回收，谁使
用、谁回收”主体责任；清运处理农药包
装废弃物 6.78吨、废旧农膜 35.31吨。

整改过程中，海曙区检察院积极
跟进，通过送法下乡、引导农户和经营
者签订《农资经营告知承诺书》等活动
开展宣传教育，在广大农村营造“保护
环境、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田间农药包装废弃物清零

“现在臭味完全没有了，不仅粪便
清理掉了，土地也恢复了种植条件。”
近日，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开展公益
诉讼“回头看”活动，受邀参加活动的
慈溪市人大代表冯炜炜说。

2023 年 3 月，冯炜炜提出的《关于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与生态治理的
建议》，由慈溪市人大常委会农业农村
工委移送慈溪市检察院办理。慈溪市
检 察 院 及 时 向 人 大 代 表 了 解 建 议 由
来、所涉问题具体指向，并向相关职能
部门了解慈溪市农业面源污染总体情
况和突出问题，发现畜禽养殖场废弃
物污染问题较为突出。

慈溪市检察院调取全市畜禽养殖
场清单，选择养殖场数量较多的 3 个乡
镇，向具体负责畜禽养殖管理的乡镇工

作人员了解养殖废弃物处置情况，同时
安排检察官实地走访部分养殖场。“养
殖场自建污染治理设施使用效果普遍
不理想，废弃物随意堆放污染农田的情
况很多，最典型的是一家养鸡场占用 4
亩耕地违法堆放鸡粪，被群众多次举报
仍未整改。”办案检察官介绍。

慈溪市检察院向该养鸡场属地政
府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
议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责令涉案养鸡场
立即清理鸡粪，恢复土地原状，防止污染
持续扩大。同时，该院也向相关职能部门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对养鸡场养
殖废弃物的消纳利用加强针对性指导。

收到检察建议后，属地政府及相
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立即督促涉案
养鸡场制定整改方案。该养鸡场根据

专业指导及时完成了粪便清理和涉案
土地复耕。经鉴定机构检测，涉案农
田土壤各项污染防控指标符合规定。

“要想问题不复发，还得提升养鸡场的
科学化养殖水平。”为此，慈溪市检察
院联合属地政府邀请行业专家进行现
场指导，积极推动养鸡场提升工艺，新
建全封闭有机肥处理车间，既有效解
决了污染问题，又增加了养鸡场收益。

为推动全市畜禽养殖场废弃物合理
处置，消除农业面源污染隐患，慈溪市检
察院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对全市畜禽养殖
场养殖废弃物的收集、贮存、利用和处置
情况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排查养殖场污
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废弃物堆
放情况等，在总计 122家养殖场中发现 4
家存在环保隐患，均已监督整改到位。

养鸡场粪便污染问题解决了

近日，浙江省宁海县检察院检察官
带着“益心为公 童心护绿”志愿服务队
的10多个孩子再次来到该县跃龙街道草
湖村，仔细查看受损古樟树的恢复情况。

2022 年 1 月，宁海县人大代表吕海
东向宁海县检察院发出呼吁，请检察
机关加大公益诉讼监督力度，保护古
树名木，守护乡愁记忆。代表有呼声，
检察有行动，宁海县检察院立即部署
开展古树名木保护专项监督活动。在
跃龙街道草湖村，一棵树龄 815 年的古
樟树进入检察官视野。

2019 年，这棵古樟树在一次交通
事故中“受伤”，损毁一个一级分枝部
分。事故发生后，村委会与肇事司机
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未果。听村干部介

绍情况后，检察官进行调查核
实，与相关职能部

门工作人员就如何科学有效保护古树
进行磋商，并通过支持起诉方式帮助
草湖村委会追索赔偿。2023 年 3 月，宁
海县法院判决涉案保险公司赔偿草湖
村 21 万余元。目前，赔偿款已执行到
位并全部用于古树修复。

走访了跃龙街道 48 个行政村 190
余棵古树，检察官发现古树遭受破坏不
是个例，数十株古树不同程度上都面临
被破坏、遭受病虫害等危机。宁海县检
察院决定联合多方力量，为古树撑起司
法保护伞。考虑到 70 多名检察官志愿
者对接全县 1839 棵古树“心有余而力
不足”，2023年 3月 12日植树节当天，宁
海县检察院组织回浦小学 15 名学生开
展“童心护绿”行动。孩子们听村民讲
述古树的故事，用水彩笔绘画生命的厚
重，以文字许下绿色的祝福。

家长代表说：“村口的古树见证了我
的成长，希望我的孩子能在守

护古树的过程中找到寻根的意义。”教师
代表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感恩的种
子，对其一生的成长很有裨益。”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说：“让孩子们参与古树名
木保护，既能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也
是一种高质量的感恩教育。”在家庭、学
校、社会多方支持下，“益心为公 童心护
绿”志愿服务项目应运而生。

2023 年 10 月，宁海县检察院联合
该县教育局出台《古树名木公益守护认
领办法》，向全县中小学生发出倡议书，
开发古树名木保护志愿服务小程序。
目前，宁海县已有 200 余个学生家庭认
领了古树名木。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
参加志愿活动，及时反馈古树生长和养
护情况，由宁海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
部门整理研判后进行分流处理。

“ 代 表 建 议 传 递 着 民 情 民 意 ，我
们 将 以 古 树 名 木 保 护 专 项 监 督 活 动
为起点，继续用心用情办理好代表建
议，不断提升检察监督质效。”宁海县

检察院检察长张飞忠表示。

童心善举让古树“老有所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