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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兆琨

推 进 常 态 化 扫 黑 除 恶 斗 争 法
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推动完善 中
国 特 色 轻 罪 治 理 体 系 ，用 最 严 格 制
度 最 严 密 法 治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加 强
和 规 范 羁 押 必 要 性 审 查 工 作 ……
2023 年，检 察 机 关 全 面 贯 彻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高 质 效 履 职 ，全 面 准 确
落 实 宽 严 相 济 刑 事 政 策 ，努 力 使 人
民群众安全感更足、幸福感更强。

1 月 3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第一检
察厅厅长苗生明在“全面贯彻习近
平 法 治 思 想 高 质 效 办 好 每 一 个 案
件”最高检厅长网络访谈中，对过
去一年的普通刑事检察工作进行回
顾总结，对 2024 年如何做优普通刑
事检察工作，更好以检察工作现代
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展望。

严格依法办案，推进扫黑
除恶斗争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

访谈伊始，话题从与人民群众
安全感相关的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
聊起。2023 年是常态化扫黑除恶斗
争的第三年，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
黑恶犯罪，推进扫黑除恶斗争法治
化、规范化、专业化方面开展了哪
些工作？

苗生明从四个方面分别作了具
体 介 绍 —— 严 格 依 法 办 案 ， 确 保

“不漏不凑”；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确保扫黑除恶在法治轨道上运
行；完善扫黑除恶机制建设，提升
扫黑除恶规范化水平；深化能力建
设，提升办案专业化水平。

检 察 机 关 是 如 何 严 格 依 法 办
案 ， 着 力 抓 实 “ 是 黑 恶 一 个 不 漏 、
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检察机关
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涉黑案件全
部实行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协
同公安机关完善证据体系，夯实事
实基础。落实统一把关机制，对移
送 审 查 起 诉 的 涉 黑 和 重 大 涉 恶 案
件 ， 由 省 级 检 察 院 统 一 定 性 把 关 ，
重 大 复 杂 案 件 报 请 最 高 检 审 查 把
关。最高检 2023 年开展了省级检察
院统一把关督导检查，督促各地完
善 制 度 机 制 ， 解 决 不 把 关 、 不 担
当、形式化等问题。各级检察机关
进 一 步 强 化 证 据 裁 判 、 罪 刑 法 定 、
疑罪从无意识，切实担负起指控和
证明犯罪的主导责任，案件质量进
一步提升。”苗生明介绍说。

加大对破坏资源保护类犯
罪打击力度，取得阶段性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始
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
护生态环境”。检察机关作为党绝对
领导下的司法机关，是如何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在访谈中，记者关注到，从受理
移送审查起诉情况看，无论是近五年
比前五年，还是 2023 年比 2019 年，破
坏生态环境类犯罪案件均呈现下降
态势，破坏资源保护类犯罪案件均呈
现上升趋势。被问及“一降一升”的
原因，苗生明认为，一方面，最高检高
度重视生态环境领域的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双向衔接工作，对污染环境
等破坏生态环境犯罪始终保持依法
从严惩治高压态势；另一方面，最高

检加大对破坏资源保护类犯罪的打
击力度，该类犯罪则呈上升趋势。同
时，苗生明还指出，事实上，在持续严
厉打击的背景下，相关案件的数量往
往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
样的趋势体现了阶段性的打击成效，
要予以肯定。

回应时代课题，完善轻罪治
理体系

2023 年刑事检察的一个高频词
是“轻罪治理”。被问及为何着重强
调完善轻罪治理体系，苗生明首先
从刑事司法的客观实际和时代背景
作了分析：“近十多年以来，轻罪案
件 大 幅 上 升 ， 占 比 已 达 到 九 成 左
右 ， 已 经 成 为 犯 罪 治 理 的 主 要 对
象。轻罪案件直接关系社会治理尤

其是基层治理。完善中国特色轻罪
治理体系，推动刑事诉讼模式向更
有 利 于 国 家 治 理 现 代 化 的 方 向 转
型，是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执法司
法 机 关 及 社 会 各 方 面 需 要 共 同 面
对、回应的时代课题。”

对于完善轻罪治理体系，最高
检 下 一 步 有 哪 些 部 署 ？ 苗 生 明 指
出，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诉讼
制度等的重要论述，是完善轻罪治
理体系的根本遵循。在实体上，要
准确把握罪与非罪、违法与犯罪的
界 限 ， 确 保 依 法 慎 用 刑 事 打 击 手
段。在程序上，要完善轻微犯罪案
件 快 速 办 理 机 制 、 行 刑 衔 接 机 制
等。在政策理念上，要全面准确落
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依法少捕
慎诉慎押作为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
具体工作要求，进一步明确其适用
范围、标准和程序。在犯罪治理和
社会治理上，要在检察办案各环节
推 进 矛 盾 纠 纷 法 治 化 实 质 性 化 解 ，
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着力提升案件审查能力，
做到不枉不纵

2006 年，四川乐山发生一起流
浪女子被强奸杀害案件，在案发地
附近生活的拾荒人毛某被认定具有
作 案 嫌 疑 ， 后 经 检 察 机 关 认 真 审
查，排除毛某作案嫌疑，毛某被无
罪释放。但检察监督没有止步，经
过持续 14 年的跟踪监督，真凶彭某
于 2020 年被抓获，后被判处死缓。
该案也被评为 2023 年度十大法律监
督案例。

如何践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
件”这一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履职办案
的基本价值追求？苗生明认为，这起
案件就是“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最好的诠释，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借
鉴：“一是要牢牢守住案件质量这条
司法办案的生命线，根本是要落实以
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全面准确查明案件事实，确保不枉不
纵。二是要着力提升以调查侦查能
力、证据审查判断能力、事实认定能
力等为主要内容的案件审查能力，检
察官办案要走出卷宗、走出办公室，
将阅卷审查与现场勘验、实地走访等
结合起来。三是要以‘如我在诉’的
理念、追求正义的执着、惩恶扬善的
使命感，加强对案件的持续、跟踪监
督，实现办案‘三
个 效 果 ’ 相 统 一 、
惩治犯罪与保障人
权相统一。”

（本报北京 1月
31日电）

检察官办案要走出卷宗、走出办公室
——专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接受记者
采访。 程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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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地方两会

本报讯（记者马会平 王丽坤） 1月
28日，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表决通过该省检察院工作报
告，代表委员在审议报告时，对该省检
察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

2023 年，青海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
实施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法，部署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
罪立案监督专项行动。制定常态化服务
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国家公园建设的两
个实施意见，与 12 家省直单位共建 7 项
协作机制，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
域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1419 件 ，同 比 上 升
37.9%；三江源地区检察院办理生态环境
案件 169 件，同比上升 4 倍。建立服务三
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个国家公园检察

一体化协作圈，共开展公益诉讼巡回检
察 95次，发现案件线索 377件。会同省水
利厅开展黄河青海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项
行动，办理涉黄河公益诉讼案件 118件，
用法治守护母亲河。深化野牦牛公益司
法保护专项活动，委托中国科学院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出具全国首份野牦牛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价值鉴定评估报告，办
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14件。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
王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生龙高
度肯定青海检察机关生态环境保护取得
的成效：“青海省检察机关以最严密的法
治守护‘三江之源’，为打造生态文明高
地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我从报告中详
实的数据、具体的案例，看到了检察机关
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努力与担当。”

青海：用数据展现生态检察担当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 2023 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
知》及《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要求，检察日报社对拟申请通过 2023 年度
核验的新闻记者证持证人员资格进行了严格审查，现将名单予以公示（按
照姓氏笔画排序）。
丁 靓 于 潇 马菲菲 王心禾 王 极 王若羲 王治国 王昱璇
王 渊 王 鹏 牛旭东 石 佳 龙平川 史兆琨 史红美 史绍丹
白 鸥 巩宸宇 庄永廉 刘文晖 刘钊颖 刘金林 刘亭亭 闫 昭
闫晶晶 闫慧萍 孙风娟 孙 丽 李君瑞 李英华 李国民 李国明
李春薇 李 娜 李 贺 李钰之 李 微 杨 波 杨 柳 杨璐嘉
肖 荣 肖俊林 吴美妘 吴 越 吴鹏瑶 邱春艳 何南宁 何慧敏
谷芳卿 汪银平 张子璇 张 立 张 宁 张 羽 张吟丰 张灿灿
张庚磊 张建升 张 辉 陆 青 陈 章 尚晓宇 罗丽丽 周 蔚
郑海啸 郑博超 郑 智 郑 键 单 鸽 赵晓明 赵楚榕 赵 衡
胡玉菡 要怡东 钟心宇 侯文昌 姜 洪 姚 雯 柴春元 党小学
晏向华 徐日丹 徐盈雁 高 扬 高 斌 郭荣荣 郭 琦 曹烨琼
龚云飞 常璐倩 崔晓丽 彭 诚 覃匡龙 程 丁 谢文英 樊悦池
操余芳 戴 佳 魏春华 魏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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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申请通过2023年度记者证
核验人员名单公示

本报讯（记者杨健鸿） 1 月 28 日，
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通过了云南省检察院工作报告。会
议期间，“检察机关服务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成为代表、委员的关注热点。

2023 年，云南省检察机关通过开展
“检察公益诉讼守护和美乡村”专项行
动，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强农惠农资
金使用、国有财产保护等重点领域，立
办公益诉讼案件 4544 件，协同整治乱
占耕地，通过办理涉非法改变耕地用途
公益诉讼案件，督促恢复耕地 4700 余
亩。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针对垃圾
乱堆乱放、秸秆焚烧、养殖污染等突出
问题，通过办案督促清理各类生活垃圾
和农残废弃物，追偿生态修复费用 1000

余万元。聚焦传统村落、少数民族文化
特色村寨保护，办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
423 件。在普洱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
观申遗中，普洱市检察机关通过办理公
益诉讼案件，解决了古茶树病虫害侵
袭、消防设施配备不全、传统民居风貌
受损等问题，该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
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
典型案例。

“检察机关在乡村振兴中，注重对营
商环境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特别是当地
检察院针对非遗传承人开展‘一对一’帮
扶，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发挥了很好
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牟定县
杰鲁彝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金瑞
瑞说。

云南：古茶树保护办成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韦磊 通讯员 王丹

日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检察
院检察官谭雅琴通过检侨联络平台收
到一封特殊来信，里面写道：“自前
年 （2022 年） 4 月参加了你们举办的
涉 侨 不 可 移 动 文 物 保 护 案 ‘ 云 听 证
会’后，梅阁码头等文物修缮和活化
工作成为我们海外侨胞心中牵挂的一
桩大事，这也是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守
护侨胞集体乡愁的民生实事……”

2023 年 11 月 23 日，祖籍新会区沙
堆镇梅阁村的爱国侨领、美国旧金山
冈州总会馆满任主席蒋康荣从美国飞
回家乡，参加梅阁码头修缮工程落成
典礼。回到旧金山后，蒋康荣仍万般感
慨，遂提笔写下上面的话。

梅 阁 码 头 旧 址 由 新 会 籍 华 侨 于
1929 年前后捐资建设，原为当地侨民
往返海外的重要交通枢纽。随着交通
网络逐渐发达，完成历史任务的梅阁
码头渐渐沉寂下来。2013 年，梅阁码头旧址被江门市政府公布为不可移动
文物。

2022年 1月，新会区检察院在开展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
动中发现，梅阁码头旧址出现地基沉降、梁柱开裂等现象。经走访调查，该院发现
包括梅阁码头旧址在内的 9处涉侨不可移动文物存在保护状况不佳的情况。

为有效凝聚行政机关与社会各界在涉侨文物保护利用方面的智慧和共识，
2022 年 4 月 1 日，新会区检察院就该系列案举行公开听证，蒋康荣作为华侨代
表，以视频连线方式受邀参会，就保护华侨文化资源发声。在蒋康荣的积极发
动下，广大海内外侨胞和当地热心企业像当年筹资建码头一样，热烈响应、踊
跃捐款，很快为梅阁码头修缮工程筹得 160 余万元善款。同时，新会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和沙堆镇政府也积极与梅阁村村委会沟通协调，共商修缮施工
问题。

梅阁码头修缮期间，检察官多次前往工地了解工程进度，并在线上向蒋康荣
等侨胞反馈涉侨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情况。2023 年 11 月，梅阁码头修缮完工，
蒋康荣与海外乡亲如约回到家乡，共同庆贺码头新生。

2023 年 12 月 28 日，江门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
决定》，明确检察机关应当根据江门侨乡特点，深入推进“侨都赋能”司法实践，依
法办理涉侨公益诉讼案件，平等保护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涉侨文物梅阁码头保护不力，检察机关依法履职凝聚保护合力

化解海外侨胞的“揪心事”

本报讯（记者刘怡廷 通讯员黄玲） 日前，湖北省荆州市委办公室、市政府
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检察建议工作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从把
握工作要求、完善工作格局、推动刚性落实、拓展工作成效、强化工作保障等五方
面提出要求，支持和保障检察机关依法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督促各地各有关
部门加强检察建议刚性落实，进一步提升检察建议工作水平。

《意见》提出，要明确检察建议对象范围、用好各种类型检察建议、提高检察
建议制发质效，推动“一案一事整改”向“一类问题治理”拓展；要从强化整改落
实、加强办理督促、推进信息共享、建立抄送制度、强化跟踪问效等方面完善工作
机制，推动形成增强检察建议刚性落实的强大合力。

湖北荆州：市委办市政府办联合印发《意见》

完善检察建议刚性落实保障机制

2023 年云南省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服务乡村振兴履职情况。制图/龚子芸

梅阁码头修缮前后对比图

2023 年青海省检察机关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制图/杨仕福

（上接第一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国
家的豪迈壮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
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

文章指出，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
现代化。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族广泛交
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必须高
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
斗，作为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

文章指出，要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工作
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工作。必须坚定“四个自信”，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历
史，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大力宣传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
景。创新涉民族宣传的传播方式，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清楚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可靠保障，讲清楚中华民族
是具有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讲清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
确道路所具有的明显优越性。

文章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
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时研究解决
本地区本单位涉及民族工作的重大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关于
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本领，为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作出应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