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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乔万岭
陈萌萌 贠亚丽

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是一座沐
浴千年风雨的古城，地处大青山南麓、
黄河北岸的土默川平原，是黄河上中
游的分界，拥有距今 5000 多年的海生
不浪文化遗址。作为黄河边上的检察
机关，托克托县检察院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
照中央、最高检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
求，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为守护黄
河长久安澜注入强劲司法动能。

清理垃圾让黄河顺利转弯

黄河治理，根在流域。但是，黄河
周边乱搭乱建、乱排乱放现象时有发
生，黄河各级支流也时常出现堆积生
活垃圾、建筑垃圾等情形，“毛细血管”
的 堵 塞 影 响 黄 河 流 域“外 在 颜 值 ”和

“内在气质”。
2023 年 8月，托克托县检察院公益

诉讼办案团队在日常巡河中发现，辖区
黄河流域“几字弯”转弯河段三道河扬
水站附近建有违章建筑物，周围河道堤
坝损毁、倒塌，存在行洪安全隐患。

“拆除清理违章建筑，既要保障黄
河行洪安全也要兼顾群众民生。”2023
年 8 月 2 日，托克托县检察院对该案进
行立案调查。8 月 4 日，该院向行政机
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及时履
行职责，按照“清四乱”治理要求对违
章建筑物进行清理和整治，同时修复
损毁、倒塌的堤坝。

违章建筑物不仅妨碍河道行洪，
更重要的是可能威胁居住者的人身财
产安全。由于违章建筑物内有群众长
期居住生活，拆除工作可能让群众一
时难以接受，检察官联合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多次上门讲解河道边建设违
章建筑的危害性。经过几次三番讲解，
违章建筑物内的居住者意识到了问题
的严重性，自愿尽快搬离。

托克托县检察院多次与行政机关
沟通，敦促对方尽快完成违章建筑物
的拆除清理工作，修复损毁、倒塌堤坝
194 米，修复冲坑 24 处。该院就行政机
关整改情况是否使社会公共利益得到
有效维护召开公开听证会，听证员后

来达成一致评议意见，认定河道保护
及堤坝修复效果良好，有效维护了社
会公共利益。

2023 年，托克托县检察院共办理
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案件 20 件，制发
检察建议 20 份，督促行政机关修复沿
黄安全保护围栏、修缮河长制公示牌、
对取水电力泵船进行防锈处理，助推
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确保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保护古城遗址守住黄河根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
了丰富的文物和文化遗产。助力黄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守护黄河流域文物
和文化遗产是应有之义。

位于托克托县古城镇古城村西的
云中郡故城，是战国至隋唐时期的遗
址、内蒙古自治区出现的第一座封建
社会时期古城池。2013 年，云中郡故城
被 列 为 第 七 批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云中郡故城的城垣周长约 8 公里，
呈不规则状，墙体夯筑，东、西、北三面
城墙破坏严重，唯南城墙存留较完整。
城墙夯土中含有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陶
片，外层夯土还夹杂北朝遗物。城中心
有一高大土丘，为“钟鼓楼”遗址，曾出
土北魏“大代太和八年”鎏金铜佛像一
尊。城西墙外有古墓群。

2023 年，托克托县检察院在履职
中发现，云中郡故城遗址西墙没有文
物保护标志牌，有人在紧邻遗址南墙
的地方种植玉米等农作物，城墙周围
缺乏防护措施，存在取土、放牧等破坏
文物的风险。就此，该院向相关行政机
关制发检察建议。相关行政机关按照
检察建议内容，及时设置文物保护标
志牌、安装城墙护栏 14 公里、清除文物
附近种植的农作物 150余亩。

在托克托县，距今 600 多年的东胜
卫故城也颇有名气。东胜卫故城是内
蒙古自治区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
好的明代城址，也是我国保存完整的
夯土版筑城池之一，被列为内蒙古自
治区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
东胜卫故城遗址内依然居住着 504 户
居民。

2023 年 3月，托克托县检察院检察
官在走访中发现，东胜卫故城遗址保
护范围内存在多处掩埋建筑垃圾、倾
倒生活垃圾情形。随后，该院就是否有
必要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召
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及行政机关相关负责人参加。听证
员经过评议，一致同意检察机关向相
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检察建议
发出后，相关行政机关进行了整改。

但是，2023 年秋天，该院开展“回
头看”时发现，东胜卫故城遗址保护范
围内再次出现建筑垃圾掩埋、倾倒和
生活垃圾堆积情形。该院依法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考虑到土壤即将封冻，如
不及时清理就得等到第二年；建筑垃
圾掩埋地点距故城遗址较近、周围有
河流故道，大型机械难以进场作业，该
院多次与相关行政机关沟通，帮助制
定最佳清理方案。最终，相关行政机关
在土壤封冻前依法履行了职责，将掩
埋、倾倒的建筑垃圾清运完毕，将生活
垃圾全部处置消纳。鉴于此，该院向法
院申请撤回起诉。2023 年 12 月 12 日，
法院裁定准许该院撤回起诉。

保护知识产权促黄河发展

“托县辣椒”原产于托克托县黄河
岸边的一溜湾，栽培历史悠久，其形状
如灯笼，也被称为“灯笼红”。“托县辣
椒”色鲜、肉厚，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
素 A，于 2010 年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
证商标。

“托县辣椒”作为本地特色品牌，
蕴含着托克托县特有的自然生态环境
和历史人文因素，属于特定区域的公
共资源，具有公益属性。但是，托克托
县检察院在调研中发现，有的辣椒销
售商购买印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
品”标志的包装罐，灌入自炝辣椒后进
行售卖。这种侵权行为不仅侵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侵犯商标权利人权益，还
挤占“托县辣椒”的市场份额，侵犯了
相关产业链从业人员的权益。

托克托县检察院经排查，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对 3 家店铺擅自使用“托
县辣椒”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商标行为
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该院依法发
出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机关及时履
行职责，对县域内辣椒商户进行全面
检查，扣押各类侵权辣椒产品共 154 瓶

（袋）；加强宣传，规范“托县辣椒”经营
销售行为；制定完善制度，做好国家地
理标志认证商标及相关产品的商标权
保护工作。

据了解，托克托县检察院还主动
牵头，与县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会
签《知识产权检察保护协作机制实施
意见》，为促进县域经济健康良性发展
贡献法治力量。

内蒙古托克托：

黄河之畔发展“蝶变”

2024 年 1月，托克托县境内，加固后的黄河“几字湾”防凌薄弱河堤。

□本报通讯员 梅静 朱敏 刘丹

冬日暖阳下，江苏扬州京杭大运
河的粼粼河水，温柔抚摸着东岸幸福
岛，而后继续南行流淌。“那个违建 17
年的生态园终于拆了，我们心里也踏
实了！”正在附近溜达的村民老刘，对
前来回访的扬州市广陵区检察院检察
官说道。

2023 年 3月，广陵区检察院收到线
索：某私营业主未经水行政部门许可，
租用幸福岛滩地建成生态园，严重危
害行洪安全。此前，水利部发现了这一
情况并要求属地政府整改，但属地政
府一直未依法履职，致使大运河行洪
安全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广陵区检察院检察官第一时间赴
现场调查。经查，自 2006 年起，私营业
主徐某租用京杭大运河河道管控范围
内 200 亩滩地，实际占用 357 亩。2009
年，徐某注册成立生态园，在滩地养殖
畜禽、种植苗木。生态园内，妨碍行洪
安全的鸡舍、羊圈等建筑物和构筑物

有 11处，共计 3980 平方米。
拆除生态园为何如此困难？检察

官多次与属地某镇政府沟通，得知对
方在拆除过程中遇到了管辖区域界线
争议和行政执法权问题。而且，徐某态
度强硬，拒绝自行拆除。

“租赁条款第六条注明，租赁期内
乙方不准破坏土地现状，不准搞永久
性建筑。但你从 2006 年起就擅自改变
土地用途，建了鸡舍、羊圈等构筑物，
不仅违反租赁条约，更是违法行为。”
在检察官的解释下，徐某意识到自己
行为的严重性，态度逐渐松动。

2023 年 3 月 28 日，广陵区检察院
对某镇政府怠于履行河道监管职责予
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后向其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限期拆
除建筑物、构筑物并恢复原状，同步对
生态园造成的损害进行生态修复。

可是，整改过程并不顺利。某镇政
府于同年 5 月 31 日书面回复称，已拆
除生态园。检察官随即到现场查看，却
发现生态园还有 2300 平方米的建筑物

和一些正在使用的鸡舍仍未拆除。
七八月是防汛的关键时期，限期

拆 除 生 态 园 迫 在 眉 睫 。2023 年 6 月 8
日，广陵区检察院依照集中管辖规定，
向扬州市江都区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
讼，请求判令某镇政府依法履职，并以
提醒函的方式告知其不全面履行监管
职责将可能承担的败诉风险。

收到提醒函后，某镇政府多次与
徐某磋商，告知其利害关系，并结合其
经营情况，给予其时间处置活禽活畜。
最终，双方达成补偿协议。

2023 年 7 月 18 日 ， 在 推 土 机 的
“隆隆”声响里，徐某自行拆除了生
态园内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退出
全部 357 亩土地。自此，行洪安全隐
患彻底解除，广袤滩地与运河终于连
成一片。

随后，广陵区检察院召开磋商会，
确认河道原貌彻底恢复，行洪安全风
险已经消除。因某镇政府已依法全面
履行职责，该院向法院建议终结诉讼，
法院予以采纳并作出裁定。

大运河边这个生态园为何难拆除

本报讯（记者满宁 通讯员舒静
婷 张梦霖） “你看这些夏天长起来
的苗木，如今在山光水色的映衬下多
漂亮！”近日，重庆市武隆区检察院检
察官正操作无人机航拍取证，对该院
办理的羊角街道乌江岸线保护公益诉
讼案开展“回头看”。曾经的渣土堆不
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秀美的乌江
山水画卷。

2023年 2月 28日，“益心为公”志愿
者向武隆区检察院移送一条线索——
该区羊角街道某村一段乌江岸线堆放
了大量弃土弃渣。从江对岸看过来，
原本绿意连绵的江岸像是“秃”了一
块。

“城区内施工产生的弃土弃渣都
会被运往专门的回收处理点，难道有
工程施工单位擅自违规倾倒？”带着
疑问，该院检察官黄坤峰调查发现，
这处占地 2 亩多的渣土堆，原来是当
地村民肖某打算种菜，请施工队拉来
倾倒于自家林地形成的。不仅如此，
这些渣土还直接覆盖了此处的原生灌

木丛。
“该渣土堆距离乌江仅有二三十

米，不仅侵占了林地，还压占了部分
耕地、河滩地，滚石弃渣侵占了河道
岸线，致使乌江岸线生态环境遭到破
坏。”黄坤峰介绍，此前已有街道工
作人员找上门让肖某恢复林地，但肖
某都敷衍了事。

不仅如此，肖某还修建了一条通
往乌江方向的“明渠”，用来当作“鸡食
槽”——他平日向渠里倾倒一些酒渣、
豆腐渣、厨余饭菜等，喂食自家散养在
江岸边的鸡，最多的时候竟有 200 余
只。遇到下雨时，渠里混杂的餐厨垃
圾极可能被冲进乌江污染水质。

2023 年 3 月 10 日，该院对此立案
调查。“乌江岸线植被茂密、隐蔽性
强，除非有大规模倾倒行为，否则很
难被发现，有没有类似的情况？”黄
坤峰有点担忧。同年 3 月 16 日，武隆
区 检 察 院 召 集 该 区 水 利 局 、 区 林 业
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羊角街道
办 事 处 ， 共 同 开 展 公 益 诉 讼 诉 前 磋

商：一方面，尽快推动整改，彻底消
除弃土对乌江岸线的不良影响；另一
方面，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在辖区全面
巡查，排查乌江岸线是否还有类似情
况。

各单位最终达成一致磋商意见：
及时制止肖某违法侵占耕地、林地及
河道岸线的行为，督促其及时恢复植
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同时加大多方巡
查和监管力度，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
生。

经过近 3 个月的整治，滚落在河道
岸线上的渣土被全部清除，渣土堆上
栽种了李子、枇杷等苗木复植复绿，被
侵占的耕地恢复如初，鸡群也已转移
至肖某自家院坝喂养。

据了解，武隆区检察院还以办理
该 案 为 契 机 ， 联 合 区 水 利 局 、 区 林
业 局 、 街 道 办 等 多 个 职 能 部 门 常 态
化 对 乌 江 岸 线 开 展 巡 查 ， 在 两 个 月
内 共 排 查 出 在 江 岸 堆 积 渣 石 土 的 线
索 3 条，相关渣石土已完成清运和复
绿整改。

乌江岸边“填”出个养鸡场？
重庆武隆：多方磋商推动综合治理

本报讯（记者刘怡廷 通讯员黄
康平 卢梦秋） 近日，湖北省赤壁市
检察院对辖区药店开展公益诉讼“回
头看”，发现药店里不仅执业药师到岗
了，配套的工作牌、工作服也都“到岗”
了。执业药师不在岗的药店也都统一
更换了不在岗提示牌，更加醒目地提
示社会公众合理用药。

2023 年 3 月，赤壁市检察院公益
诉讼办案人员从“益心为公”检察云
平台收到关于药店违规售卖处方药的
线索，称某药店存在执业药师不在岗
就销售处方药的情形。该院随即对辖
区药店进行摸排调查，发现一些药店
存 在 不 规 范 、 极 易 误 导 消 费 者 的 情

形，包括执业药师不在岗但药店未挂
牌告知停止销售处方药，而是由其他
工作人员直接售卖处方药；药店工作
人 员 未 佩 戴 工 作 牌 、 未 穿 工 作 服 等
等。

根据有关规定，处方药必须凭执
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的处方调配、
购买和使用，药店若售卖还须由执业
药师或其他相关药学技术人员对处方
进行审核。药店若没有执业药师，或
虽有执业药师但执业药师不在岗时，
应当以醒目方式公示，并停止销售处
方药和甲类非处方药。

2023 年 3 月 27 日，赤壁市检察院
对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建议

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辖区药
店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治，确保药店严
格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机关
立即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召开专题会
议、开展责任约谈等多项举措推进整
改，并于 2023 年 5 月底将整改成效书
面回复至赤壁市检察院。据悉，相关
行 政 机 关 此 次 整 改 共 出 动 执 法 人 员
300 余人次、执法车辆 150 台次，覆盖市
域药店 149 家，要求全市零售药店处方
审核人员签订执业药师（含其他药学
技术人员）履职承诺书 148 份，对 6 家
企业责令整改。

执业药师不在岗就卖处方药？
湖北赤壁：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加强治理

近日，河南省扶沟县检察院针对此前该院制发的督促整治窨井盖检察建议开展“回头看”，发现涉案破损、移位、松
动等问题窨井盖已全部整改完毕。该院将继续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加强窨井盖的日常管理和维护，有效预防窨井盖伤
人和违法犯罪等事件发生，以实际行动守护群众“脚底下的安全”。

本报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葛清华 万晓康摄

▲

□本报记者 甘晓辉
通讯员 石文君

看着一袋袋垃圾被清运下山，满
目疮痍的山野逐渐恢复了绿意盎然，
广东省深圳市检察院“益心为公”志愿
服务队的王国春非常高兴。

2023 年 6 月，深圳市检察院收到
“益心为公”志愿者提供的线索，称郊
野公园山林隐蔽处几乎都存在大量垃
圾堆积的情形。随即，深圳市检察院
部署开展了专项监督工作。

“不只要有心，更要有体力，翻山
越岭二三十公里，往往一干就是一整
天。”在实地走访中，遇到树林隐蔽处、
土坡陡峭处，办案检察官需拉绳索下
到陡峭的山涧丛林。在“益心为公”志
愿者的陪同下，办案检察官踏遍山野，

对深圳阳台山、马峦山、梧桐山等 11 座
郊野公园的垃圾堆积现场进行了实地
调查，发现在满山苍翠中，塑料瓶、易
拉罐、纸巾等垃圾尤为醒目和刺眼。

随后，深圳市检察院确定了对 11
座 郊 野 公 园 负 有 监 管 职 责 的 行 政 部
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监管职
责，尽快对堆积的垃圾进行清理。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部门
立即整改，对上述郊野公园堆积的垃
圾进行清理，清理量超 1 万立方米，并
在管辖范围内举一反三，主动排查清
理其他垃圾堆积点，还建立了郊野公
园垃圾管理长效机制。

经实地回访，办案检察官确认上
述公园内堆积的垃圾已清理完毕，整
改切实有效。

2023 年 12 月 20 日，深圳市检察

院 组 织 召 开 全 市 郊 野 公 园 违 法 堆 积
垃 圾 公 益 诉 讼 专 项 监 督 工 作 座 谈
会 。 与 会 代 表 对 检 察 工 作 给 予 高 度
肯 定 ， 并 提 出 强 化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和
行 政 执 法 衔 接 ， 凝 聚 公 益 保 护 合
力 ， 促 进 典 型 案 例 复 制 和 社 会 治 理
对接等意见建议。

在实践经验的指引下，在各方观
点的融合中，最终各方就推动“无痕山
野”公园常治长效的理念达成共识：从
个案办理向领域治理转变，一方面积
极主动履职，提升管理质效，常态化开
展“净山行动”；另一方面强化源头治
理，以法治宣传助推社会公众提升环
境保护意识，全方位、多维度组织开展
环保宣传活动，通过播撒公益保护的
种子，让守护“无痕山野”公园的意识
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

翻山越岭，守护“无痕山野”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