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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好了，公园夏天积水、冬天积冰
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之前这个公园就是个
摆设，没人管没人问，之前我们家小孙子
出去玩的时候差点在冰上摔倒。”“孩子们
有了能玩耍的地方，大家茶余饭后也有了
休闲散步的好去处。”……近日，再次漫步
在焕然一新的东胜区鑫通公园，和周边的
群众说起公园的变化，我的内心在这寒冷
的冬天感到暖融融的。

鑫通公园建成于 2011 年，系下沉
式公园。近 10 年来，公园中心由于缺少
修缮管理，部分区域时常被积水、积冰
覆盖，公园因此未能得到有效利用，也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渐渐地，公园附近
被群众贴上了“脏乱差”的标签。

2022 年 ，我院建立了“业务课代
表”制度。“业务课代表”需要负责该业
务领域的法律法规、指导性案例、行政

机关职能、常见疑难问题解决等材料收
集和业务指导工作。2023 年 6 月，我作
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业务课
代表，和同事们在线索摸排中发现了上
述问题。

“这个公园目前的状况直接影响了
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必须从根源上查
清公园溢水原因，督促相关行政单位采
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修缮公园。”实地走访

后，我和同事们进行深入沟通。在我们看
来，东胜区本来就极其缺水，推动依法保
护水资源并合理利用，也是检察机关的
应尽职责。

我们多次到现场用无人机取证，并
积极走访周边常住居民，组织相关多个
部门召开磋商会，分析研判溢水原因以
及水资源保护等问题。之后，我们向相关
行政单位制发了检察建议，督促其将公

园中心区域淤泥及时清除、回填覆土，并
建设水景观公园。目前，公园已具备相应
功能，水景观公园改造初见成效。

现在，鑫通公园摘下了“脏乱差、老
破旧”的标签，环境焕然一新、基础设施
完善，大大提升了周边居民的生活幸福
感，成为东胜区一张亮丽的名片。

这是我院找准检察办案“小切口”、
服务保障群众急难愁盼“大民生”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以“东胜检察 益路前行”公益诉讼品
牌为牵引，聚焦民生领域难点、堵点、痛
点问题，充分发挥公益诉讼监督效能，推
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生活难题。

休闲公园摘下“脏乱差”标签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刘文明

近日，湖北省当阳市检察院检察官就某乡镇卫生院门前人行横道整改情况
进行“回头看”时，过路行人对检察官说：“多亏这里有了人行横道，要不然
我们得绕很远才能过马路……”

2023 年 11 月，当阳市检察院检察官在履职中发现，辖区内某乡镇卫生院
门前道路未规划设计人行横道。该道路为医患人员出行要道，车流、人流量
大，过往行人想要过马路需绕行到 300 米外十字路口的斑马线，或是直接横穿
马路才能通过，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为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以点带面推动消除同类安全隐患，承办检察官对辖
区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门前的道路进行走访调查，发现多家医院、学
校门口存在人行横道设置不合理、线路磨损严重、模糊不清等问题。由于这些
医院、学校门前道路分属国道、县道、城市道路，道路性质较为复杂，负有监
管职责的行政机关也各不相同，承办检察官先后与属地政府、公安部门、交通
部门等多家行政机关联系沟通。最终，该院在查清事实、明确职责的基础上，
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按照法律规定对涉案医院、学校门前的
道路施划斑马线，设置提示标志，消除安全隐患。

相关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会同多部门对排查出来的 5 处隐患进
行了整改，并新规划 5 条斑马线，增设相应的交通标志、下沉人行道、无障碍人行
通道。承办检察官实地查看后发现，斑马线已经施划完成并正式投入使用。

“出入医院、学校、养老院、幼儿园的人员大多是需要我们进行特殊保护
的人群，为了他们，我们应当画好这条生命安全线，守护老百姓‘脚下’安
全！”承办检察官说道。

守护百姓出行安全

□本报记者 满宁 通讯员 舒静婷 邹永可

阳光照耀下，龙河沿岸新修的步道宛如一条彩色腰带，在高低错落间绵延向
前……近日，重庆市丰都县检察院联合多部门对龙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绿道边
坡治理工作开展“回头看”时，看到园内游人正在拍照“打卡”，好一番闹热景象。

龙河是丰都人的骄傲：它不仅是县内最大的长江支流，还入选全国首批 17
个示范河湖建设名录，覆盖自然湿地面积达 640 余公顷的龙河国家湿地公园更
是少见的包含山地河流与沙洲岛屿湿地的复合湿地资源。

2021 年 1 月，丰都县检察院检察官在巡查中发现，龙河国家湿地公园龙河口
至金竹滩左岸一带存在安全隐患：步道路面坑坑洼洼，缝隙、裂痕随处可见，河道
内遍布碎石碎渣，两侧边坡也堆积着大量泥土，随时有滑坡风险。

经走访调查，检察官了解到，2020年7月，在重庆某公司建设龙河国家湿地公园
生态绿道的过程中，由于地势陡峭，龙河口至金竹滩左岸多次发生地质滑坡，导致基
本完工的生态绿道断裂塌陷，掉落的碎石碎渣又破坏了原生植被，并侵入龙河河道。

2021 年 7 月，该院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切实履行湿地保护区管
护职责，协调解决生态绿道中断、植被受损、河道土石淤积等问题。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立即行动，采取约谈施工项目负责人、安排专人督促
施工等整改举措。2023年6月，历时一年半，生态绿道边坡综合治理工程正式竣工。

据悉，丰都县检察院还以此案为契机，会同当地公安局、水利局和涪陵区
法院等七部门，围绕联合巡查、基地建设、经费保障等签订了 《丰都龙河国家
湿地公园司法协作保护基地框架协议》。自此，龙河国家湿地公园有了“联合
守护人”。

国家湿地公园的“联合守护人”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周晓东 苏晨

“我们会以延长文物寿命为目标，
制定相应的文物保护修复计划。”近日，
河南省洛阳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
再次来到洛阳博物馆，与相关人员就海
兽葡萄镜的修复和管理工作进行“回头
看”时，文物保护专家陈金龙介绍道。

在工作台上，海兽葡萄镜背面，高
浮雕的瑞兽穿绕于葡萄藤蔓之中，相
间的鸟雀、蜂蝶、花草栩栩如生，整体
纹 饰 华 美 无 比 ，泛 出 的 光 泽 十 分 夺
目。然而，这面铜镜看似完美光泽的
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遭遇。

文物大案出现“崭新”铜镜

2021 年 9 月 3 日，洛阳市公安机关
破获了李某等 21 人特大倒卖文物案，
一举追回文物 1000 余件。其中，一面

“光鲜亮丽”的古代铜镜引起洛阳市瀍
河回族区检察院（下称瀍河区检察院）
检察官的注意。

“古镜怎么看起来如此干净？”2022
年2月28日，该案被移送至瀍河区检察院
审查起诉，检察官对海兽葡萄镜崭新的外
观产生了疑问。经查，2021年 3月，长期
倒卖文物的李某以 300万元购得这面海
兽葡萄镜。受环境影响，海兽葡萄镜的表
面出现了锈蚀物和划痕，李某便找到张
某，委托其对海兽葡萄镜进行翻新。

在明知海兽葡萄镜来源非法的情
况下，张某仍使用化学试剂对其进行
除锈、抛光等处理。“翻新”后的海兽葡
萄镜被李某以 600万元高价卖出。

李某、张某的行为看似修复，实则
是破坏。“非法修复对海兽葡萄镜造成
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经专家评估，二人
的“修复”不仅不利于文物的保存，还损
害了文物的历史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对因买卖而破坏文物的行为人，
除了追究其刑事责任外，还应追究其
破坏文物的民事责任。该案线索很快
被移送至瀍河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
部门。2022 年 7 月 18 日，瀍河区检察
院以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

借助“外脑”明确损害责任

“海兽葡萄镜虽然已追回，但文物

表面的重要信息再也无法找回，非法
修复行为造成无法用经济指标衡量的
文物价值损失。”瀍河区检察院刚一立
案就遇到了难题。以前，对违法行为
造成文物受损且可修复的情形，可以
直接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修复费用；
对违法行为造成文物受损且不能修复
的情形，由于文物损害的价值难以认
定，无法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
民事赔偿责任。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瀍河区检察
院公益诉讼检察官走访了文物考古专
家、文物修复专家、文物鉴定专家和
法学教授，但得到的回答相同：针对
可移动文物被损害的价值评估，目前
没有规范可以参照。

就此，瀍河区检察院向洛阳市检
察院进行了汇报，两级检察院开始一
体履职。2022 年 7 月 20 日，洛阳市检
察院邀请洛阳市文物局、洛阳博物馆
等单位的专家召开会议，就如何解决
文物损害价值认定及文物保护专业问
题展开研讨。经过讨论，与会专家一
致认为，虽然无法认定涉案文物的损
害价值，但可以对损害造成的文物修
复保护费用进行评估认定。

2022 年 9 月 1 日，瀍河区检察院
委托洛阳博物馆有关专家，对受损海
兽葡萄镜的修复保护费用进行评估，
并决定以此作为提出公益诉讼请求的
依据。

2022 年 10 月 18 日，瀍河区检察
院 将 此 案 报 送 洛 阳 市 检 察 院 审 查 起

诉。经层报河南省检察院同意并履行
公告程序，2022 年 11 月 10 日，洛阳
市检察院依法向洛阳市中级法院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

2023年 5月 16日，洛阳市中级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为使文物保护专
业问题得到更好的阐释，洛阳市检察院
还向法院申请，让文物专家作为证人出
庭。同时，洛阳市部分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文物部门工作人员、河南科技大
学师生代表等 50余人到庭旁听。

2023 年 6 月 1 日，洛阳市中级法
院作出一审判决，对洛阳市检察院提
出 的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请 求 全 部 予 以 支
持，判令李某、张某在国家级媒体上
公开赔礼道歉，连带承担文物修复保
护费用约 3万元。

“这是全省首例可移动文物保护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洛阳市检察院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部 门 负 责 人 梁 利 超 表
示，该案的办理为类似案件的办理提
供了借鉴，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
探索开展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
讼工作，还为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积累
了生动经验。

持续发力凝聚保护共识

案件判决后，公益诉讼检察官并
没有感到轻松。“看到无法复原的海
兽葡萄镜，仿佛我们的肌肤被侵蚀一
样难受。”梁利超说，如何持续跟进
监督、筑牢文物保护的法治屏障，检

察机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23 年 7 月，洛阳市检察院邀请相

关行政机关人员、文物保护专家召开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座
谈会，并聘请 6 名有从事文物保护工作
经历的人员为特邀检察官助理和公益
诉讼观察员，为今后开展工作储备了
专业“外脑”，有效整合各方资源。

同时，洛阳市检察院积极推进形
成文物保护“大格局”，与相关单位共
同制定了《关于建立文物保护协作机
制的意见》，进一步强化文物保护方面
的协作配合。全市检察机关大力开展
文物保护普法宣传活动，通过发放相
关宣传资料，让广大群众深入了解文
物保护相关法律知识，积极举报破坏
文物的行为，共同参与到文物保护中。

据了解，2023 年以来，洛阳市检
察机关深入开展文物及文化遗产保护
专项活动，先后向相关行政部门发出
文物保护诉前检察建议 12 份，同时还
针对违规经营文物、非法修复文物等
问题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积极推
进以“我管”促“都管”，全面提升
文物保护工作质效。

“我们要持续加大办案力度。”洛
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封勇表示，希望通
过开展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工作，让社
会公众更深入地认识到文物的社会公
益属性，认识到文物保护对传承弘扬
中华文化的重要性，使社会公众能够
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文物保护事业中，
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文物的格局。

千年古镜缘何没有“岁月的痕迹”

□本报记者 张吟丰
通讯员 邓小东 卓婷

冬日暖阳洒在铁轨之上，散发着
耀眼的光芒，伸向远方。近日，位于
石长铁路 （即湖南省石门县至长沙市
铁路） 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谢林
港 镇 清 溪 村 区 段 的 3000 余 棵 危 树 全
部砍伐完毕，并通过销号验收。这标
志着这里曾经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已
消除。

2023 年 3 月，长沙铁路运输检察
院收到线索：石长铁路清溪村区段有
成片的高大树木、竹子侵入铁路运行
线上空，妨碍驾驶员视线，有的枝叶
已经蔓延至铁路电力线上，极易造成
供电短路，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该院检察官到现场初查发现，隐

患区域约 1000 平方米，覆盖铁路线路
安全保护区 （下称“铁路红线”） 内
外。按照相关规定，铁路单位有权处
置铁路红线内的安全隐患，但当地村
民 认 为 铁 路 红 线 内 的 树 木 为 自 己 所
有，要求铁路单位对其进行补偿后才
可砍伐。

早在 2019 年，铁路单位与沿线政
府就该处危树砍伐，以高于市场价格的
标准给过林木户主一次补偿。但 2022
年，长沙供电段在进行外部环境安全隐
患排查时，再次查出该处隐患。现在，
林木户主要求铁路单位按照 2019 年的
补偿标准再次进行补偿。而铁路单位
认为，铁路红线内本就属于铁路用地，
铁路单位对铁路红线内的危树具有处
置权，无须对村民予以补偿。相关行政
单位表示，在补偿标准未达成一致时，

不便对危树进行处置。
涉案危树该不该砍？该院从事实

认定角度，分析其是否侵害了国家和
社会公共利益。涉案危树该谁来砍？
该院从法律规定角度，厘清履行职责
的责任主体。涉案危树该怎么砍？该
院从案件处理角度，研判具体解决方
案。在此基础上，2023 年 4 月，该院
依法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程序，后
向益阳市交通运输局直属事务中心、
益阳市林业局、谢林港镇政府分别制
发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积
极履职，依法整治涉案危树安全隐患。

为进一步厘清各方职责、形成安
全隐患整治共识，长沙铁路运输检察
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
会上，利益相关人、铁路单位及被监

督行政单位一致认为，应由地方政府
和铁路单位协商确定合理补偿标准，
尽快砍伐危树以保障铁路运行安全，
并建立铁路沿线危树砍伐长效工作机
制，规范铁路沿线危树砍伐工作。

会后，相关行政单位高度重视，
积极推进整改工作。益阳市交通运输
局直属事务中心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
门及铁路单位召开铁路沿线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推进会，要求按照铁路红线
图纸确定铁路单位和地方政府各自整
治范围，明确铁路红线外危树砍伐补
偿标准，依法处置现有危树。随后，
益阳市林业局出台全市林业系统铁路
沿线环境整治工作方案，建立全市铁
路沿线侵限高大树木砍伐长效工作机
制，为益阳市铁路沿线危树砍伐工作
提供了制度保障。

3000余棵危树威胁铁路安全，该不该砍？

本报讯（记者蒋杰 通讯员占雪琴 陈亮瀛） “巡回审判公益诉讼案件，现
场普法、以案说法，让群众直观感受到破坏生态环境的严重性，有利于凝聚社会
各界保护生态环境的共识。”近日，浙江省宁波市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巡回审
判在慈溪市龙山镇山下村开庭，参与旁听的政协委员王豪杰在庭审结束后说。

2022 年 11 月，姜某、金某为谋取利益，在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和环保审批手
续且无相关污染物处理配套设施的情况下，购置不锈钢酸洗加工设备，擅自在慈
溪市某村开设酸洗作坊，酸洗作业产生的废水直接排放至外环境。经过检测，废
水的 pH 值、铜、锌等指标均超过国家排放标准。

“姜某、金某到案后，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但二人破坏的生态环境并
没有被修复，应承担公益损害民事赔偿责任，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庭审中，
宁波市检察院检察官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出示了金某、姜某非法排放污水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相关证据，同时根据酸洗作坊的用水数据、现场残留污水数量，
认定本案外排污水共 13 吨。经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涉案酸洗作坊非法排污行为
对地表水环境造成损害，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费用约 5 万元。二人对证
据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均没有异议。

公益诉讼起诉人综合考虑全案情况以及被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意愿，当庭
与被告达成和解协议。被告表示认识到错误，愿意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
用。检察机关诉讼请求全部实现。

把公益保护知识送到家门口
浙江宁波：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巡回审判开庭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拥有常州长江段全部 25.8 公里岸线。2023 年 3 月 1 日，
《江苏省长江船舶污染防治条例》正式实施。为共同推进长江常州段船舶污染防
治工作，常州市检察院、新北区检察院会同常州海事局开展了长江常州段船舶污
染防治专项调研，并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部分码头船舶污染物转运车辆配备不规
范、船舶生活垃圾排放不符合标准等问题，向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2 份，要求
职能部门立即整改。图为近日新北区检察院干警在录安洲长江码头现场查看船
舶污染防治情况。 本报记者卢志坚 通讯员韩文豪摄

2023 年 8
月 ，河 南 省 洛
阳 市 瀍 河 回 族
区 检 察 院 检 察
官 就 海 兽 葡 萄
镜 案 专 业 问 题
进行研讨。

本报讯（记者郭树合 通讯员刘诚
诚） “小区里的电梯已经进行了检验，
也张贴了安全注意事项和维修保养记
录，坐电梯的时候放心多了！”近日，
山东省安丘市检察院检察官到某居民
小区对一起公益诉讼案件进行跟进监
督，听到了小区住户张某的这番话。该
案是安丘市检察院根据公益诉讼案件
线索捕获机制办理的。

为打破案源不足、办案进度缓慢的瓶

颈，该院公益诉讼办案团队通过充分调
查，创建了“九九归一”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捕获机制，即党建活动+公益诉讼、社会治
理网格员+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公益诉
讼、投诉举报+公益诉讼、内部一体化+公
益诉讼、专项活动+公益诉讼、大数据法律
监督模型+公益诉讼、特邀检察官助理+
公益诉讼、“益心为公”志愿者检察云平
台+公益诉讼9个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捕获
机制，多途径、全方位、立体化激活内外部

力量，提高案件线索转化成案率。
2023 年 5 月，该院检察官通过该机

制得知某诊所开设的中药小儿贴敷等
诊疗科目超出其持有的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范围，违反了相关规定，遂及时
进行调查取证，向具有监管职责的行政
部门发出检察建议。行政机关及时对
涉案诊所作出行政处罚，保障人民群众
用药安全。

据悉，2023 年 7 月至 12 月，该院依

托线索捕获机制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31
起，通过生活“小切口”解决民生“大问
题”，市委领导专门作出批示对此表示
充分肯定。“该机制运行以来，极大拓宽
了案件来源渠道，使工作变被动为主
动，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案件质量，扩大
了公益诉讼工作的‘朋友圈’。下一步，
我们将不断完善、改进，切实将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的‘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落到实处。”该院检察长池泉表示。

山东安丘：

创新线索捕获机制拓展公益诉讼案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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