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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 24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中国龙年元宵节复信美国马斯卡廷
中学访华代表团学生并回赠新春贺卡，向
他们和全校师生致以节日祝福，欢迎更多
美国青少年来中国交流学习。

习近平表示，你们来信的汉字写得很
漂亮，手绘的中国龙、长城和熊猫很形象！
得知你们到访了好几个城市，看大熊猫，品
中 国 美 食 ，体 验 中 华 文 化 ，感 到“ 超 级 开
心”，我非常高兴。听说你们结识了许多中
国小伙伴，并且邀请他们回访你们的家乡，
你们之间结下的友谊令人感动。

习近平指出，中国有句俗语：百闻不如

一见。1985 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热情友
好的美国人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相
信通过这次交流访问，你们对中国和中国
人民也会有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欢迎你
们再来中国，也欢迎更多美国青少年朋友
来华交流学习，亲身感受一个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与中国青少年交心交友、互学
互鉴，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携手贡
献力量。

习近平在复信中说，今天是中国龙年
的元宵节，元宵节是中国人共祝美好生活
的重要时刻，我向你们和学校全体师生致
以节日的美好祝福！

2023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宣
布，中方未来 5 年愿邀请 5 万名美国青少年
来华交流学习。美国艾奥瓦州友人萨拉·兰
蒂近期致信习主席，表示希望马斯卡廷中
学也参与这一计划。在习主席关心下，1 月
24 日至 30 日，作为该项目第一批来华的美
国中学生，马斯卡廷中学 20 多名学生到北
京、河北和上海等地进行了交流访问。代表
团抵京时，给习主席带来了写有中文“习爷
爷，我们来了”字样的校旗等礼物。访问结
束后，代表团学生致信习主席，讲述访华之
行的喜悦心情，对邀请他们来华交流访问
表示感谢。

习近平复信美国马斯卡廷中学访华代表团学生

本报讯（通讯员粟龙羿 刘凯） “从调查取证到公开听证，再到跟踪
回访，跟随纳雍县检察院干警全程参与一起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后，我深
刻体会到检察机关一抓到底、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决心。”近日，全国人大
代表，贵州省纳雍县厍东关乡陶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肖军说。

珙桐是 1000 万年前新生代第三纪留下的孑遗植物，被誉为“中国鸽子
树”，堪称植物界的“活化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纳雍县拥有
近百万株珙桐，有“中国珙桐之乡”的美誉。2014 年 1 月，贵州建立纳雍珙桐
省级自然保护区。

2023 年 3 月，纳雍县检察院在开展保护生态环境专项监督中发现，自
然保护区内有外来入侵物种巴西龟，遂开展调查核实。肖军应邀参加了调
查取证，见证了制作笔录、固定证据等调查取证的过程。

纳雍县检察院进行公益诉讼立案后，就该案召开公开听证会。“检察机
关高度重视听证员的意见和建议，并对一些专业性问题给予充分说明。”应
邀参加听证会的肖军对检察机关听取各方意见的做法印象深刻。听证会
后，该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了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2023 年 5 月，肖军随纳雍县检察院干警对该案进行跟踪回访，了解到
相关行政机关制定了《纳雍县农业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治理方案》，开展野生
动植物保护“清风行动”，利用广播、短视频、村民小组会议等方式加强外来
入侵物种防控知识的培训和宣传。

“没想到检察机关对已经办理完毕的案件还会持续关注，我在检察干
警身上看到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2023 年 7 月，肖军再次受邀参与“回头
看”，了解到有关部门根据检察建议内容启动了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正
在有序清理发现的外来入侵物种。

肖军希望，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拓宽保护范围，积极履行法
律监督职责，让自然保护区的生物更安全、生态更美好。

全国人大代表肖军深度参与一起公益诉讼案件办理

跟踪监督将生态保护“一抓到底”

2023 年 5 月 25 日，肖军（右）接受贵州省纳雍县检察院的邀请，对该院
办理的一起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行政公益诉讼案进行跟
踪回访。

法律监督是“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事业。一方面，检察机关应从“国之大者”
的格局，从“大处”出发，勇于担当法律监督的责任；另一方面，“天下难事必作于
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检察机关在对待实际问题上要善于作为，踏实耐心从
细节做起，灵活运用各种手段，将法律监督的效果落在“实处”。青海省检察机
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案从“大”和“小”两个方面完美诠
释了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上的担当和作为。

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检察监督宏大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宏觉寺
不仅具有深厚的宗教文化内涵，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见证。新中国
成立之后，十世班禅从宏觉寺出发进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
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仪式，返回青海后又在宏觉寺停留数月为
进藏做各种准备。宏觉寺因此成为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见证。然而，在多种原
因的综合作用下，这座千年古刹长期未能得到妥善保护，形成难以化解的文物
保护困局。2020 年至 2023 年，在检察机关的持续推动下，宏觉寺终于得到全面
保护和有效利用。此后，经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批准挂牌成立“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

二、破解宗教文物保护难题、凸显检察公益诉讼巨大潜能。西宁市某印刷
厂在 1967 年迁入宏觉寺，客观上保存了该寺的主体建筑和整体格局。宏觉寺
产权几经变更，1998 年交由青海省佛教协会所有。在检察机关介入前，佛教协
会及相关行政机关数次与印刷厂沟通未果。按照“谁使用谁修缮”原则本应承
担修缮义务的印刷厂因经营状况不佳并不具备修缮能力。根据文物保护法第
21 条规定，若由政府修缮，则需要印刷厂将设备等全面腾空。为监督行政机关
履职、缓解企业负担，西宁市城中区检察院启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听证程序，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组织召开听证会，激发各方的能动性、让企业吃上了定心丸，客
观上推动解决了宏觉寺保护难题。

三、合力瞄准案件关键点，有效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宏觉寺是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所属地为西宁市，文物管理职责一直由所属地的基层文物管理部门负责。
基层政府保护文物的最大难题在于经费。2020年 6月，城中区检察院在“文物保护
专项行动”中发现了宏觉寺案件线索。在青海省，文物保护仍然属于检察公益诉讼
的“等外”办案领域，需要青海省检察院批准后才能办理。立案后，城中区检察院在
听证会上向基层文物管理部门宣告送达诉前检察建议。2021年3月2日，行政机关
对检察建议进行书面回复，说明正在向省、市文物局申请保护性修复资金。青海省
检察院督促城中区检察院开展第三次“回头看”时，了解到文物修缮的资金需要逐
级审批，流程较慢，尚未对宏觉寺文物主体进行修缮。 （下转第二版）

从宏觉寺保护看“大”与“小”的辩证
解读案例：见证民族团结的古刹宏觉寺被占用损毁，青海检察机关通

过行政公益诉讼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解读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授刘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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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邱春艳
记者 张仁平

“鬓微霜，又何妨。”苏轼将近四十
岁依旧“少年感”十足，以这样的文字表
明自己“依旧是从前的那个少年”。拥有

“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办案检察官”“全国
优秀公诉人”等多项“国”字头荣誉的青
年检察官、福建省厦门市检察院第一检
察部主任黄威也颇有“少年感”，四十多
岁的他在谈及办案时也“依旧是从前的
那个少年”——言语中不经意间就能让
人感觉到他对公诉人岗位、对检察工作
的热爱。

热爱，让人充满激情。对于黄威来
说，从未出走，当然依旧少年——从检
21 年，他始终奋战在刑事检察一线，以
高标准办理案件 1000 余件，累计追赃
挽损 10亿余元。

相较自己的年龄而言，黄威的白发
量显得有些超标。对于白发青年的尴
尬，他自嘲这是奋斗的青春留下的“特
别勋章”，也是热爱的“特别结晶”。

【追】

于心动中追逐向往的事业

◆学子庭审初相遇，一见公诉爱终身
◆老一辈检察官的责任和担当，让

人感觉到他们好像带着光芒

学子庭审初相遇，一见公诉爱终

身。当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每个人的
人生中，总会有那么几个当时看来很是
平常，但会影响一生走向的片段。对于
黄威而言，大三实习时观摩庭审的经历
就是这样的一个片段。而他当时的实
习单位是——厦门市检察院。

高中毕业，作为土生土长的厦门
人，成绩优异的黄威考取了厦门大学。
选专业时，他和父母意见一致地选择了
法律专业。彼时，黄威对法律职业的认
识，对诉讼的认知，还几乎是空白。

改变发生在大三实习时——黄威
跟着带自己的检察官师父到法庭上学
习观摩。

“在庭审上见到老一辈检察官、公
诉人是怎么办案的，可以感受到他们的
担当、他们的责任感以及他们身上展现
出的很特殊的职业尊荣感，会让我们
这些实习生由衷敬佩与向往，你就会
觉得，哇，检察官好好！”尽管 20 多
年过去了，黄威仍然记得第一次零距
离接触真实的庭审、接触检察官办案
带给自己的震撼：“他们在庭审上展现
出的风度，展现出的国家公诉人才有
的气质是非常特别的，他们把控庭审
的能力让人叹为观止！”黄威回忆，当
时厦门市检察院办的案件有很多是重
罪案件，当检察官依靠扎实的证据、
有力的指控让被告人哑口无言、律师
也不再表达意见时，他就会感觉到检
察官好像带着光芒一样。

一念既生，便再难消除。就是从这
时候开始，黄威对检察官这份职业心向
往之。毕业后，当听说当地一个基层检
察院在招考时，黄威毫不犹豫地报考
了。自此，从基层检察院到厦门市检察
院，从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到一
级检察官、三级高级检察官，从科员、副
主任到主任，从福建省“全省优秀公诉
人”到“全国优秀公诉人”，从“福建省检
察业务专家”到“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办
案检察官”，20 多年间，黄威始终在刑事
检察工作一线，始终没有离开他所热爱
的公诉席。

“20 多年的刑检生涯，我在一次次
‘战斗’、一场场‘攻坚’中学习，深深地
体悟到，作为一名人民检察官，只有始
终坚持为民初心，践行检察使命，高质
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才能无愧身上的检
服，胸口的检徽！”2023 年 7 月 11 日，最
高检举办新时代检察英模先进事迹报
告会，黄威作为五位检察英模之一，向
全国检察机关、全体检察人分享了自己
的思考和体会。这一刻，在众多检察人
心目中，他已然成为自己曾经尊崇、心
向往之的那个带着光芒的检察官。

（下转第二版）

办案做的就是守心的工作
——青年检察官黄威的履职“密码”

人物档案：黄威，1980 年 3 月出生，福建省厦门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从检 21 年，始终在刑事检察一线工作，办理案件 1000 余
件，始终坚持规范化、精细化要求，用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累计追赃挽损 10 亿余元。先后获评“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办案检察官”“全国优秀公诉人”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福建青年五四奖章标兵”“2023 年度福建省十大法治人物”等荣誉，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记全国检察机关个人一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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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常璐倩

60、46、38——过去一年，全国检
察人员尤其关注这几个数字的变化。

2023 年 3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
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
修改《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
标》（下称《评价指标》），指标由原来
的 60项精简至 46项；

2024 年 1 月，最高检 2024 年的第
一次检委会会议再次聚焦修改完善

《评价指标》，指标由 46 项精简至 38
项。

两个“第一次”同时聚焦案件质
量评价指标，“60、46、38”释放出“不
被数据所困、不为考核所累”的强烈
信号，引导检察人员更加坚定树立正
确政绩观、打造高质量“检察产品”。

立足高质效，评价指标更加
科学实用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对于这一重要课题，最高检党
组 提 出 将 “ 高 质 效 办 好 每 一 个 案
件”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履职办
案的基本价值追求，并强调要以高
水平管理促进高质效办案。

作为检察业务宏观管理的重要
内容，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一直
备受关注。2020 年 1 月，最高检首次
印发 《评价指标》，2021 年进行第一
次修订。

“这几年的指标运行情况显示，
评价指标在科学评价检察工作、提
升检察履职质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 但 也 存 在 少 数 指 标 设 置 不 科
学 、 需 要 增 加 部 分 新 发 展 业 务 指
标 、 有 的 地 方 ‘ 一 切 围 着 指 标 看 ，
一 切 为 着 指 标 干 ’ 等 情 况 。” 最 高
检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申国军告诉
记者，为科学传导“高质效办好每
一个案件”的基本价值追求，引导
检 察 干 警 依 法 办 案 、 公 正 司 法 ，
2023 年 3 月 ， 最 高 检 在 广 泛 调 研 、
反复论证后对 《评价指标》 进行再
次修订。

此 次 指 标 修 订 坚 持 系 统 观 念 、

体系思维，着力体现全面评价、整
体评价、组合评价和实绩评价，指
标从原来的 60 项精简至 46 项，并对
14项指标设立了通报值。

“指标运行情况如何？还有哪些
问题需要解决？”修订后的 《评价指
标》 下发后，最高检党组深入各地
调研时尤为关注指标运行情况。

“各地检察机关普遍认可指标修
订 ， 不 仅 更 加 客 观 看 待 指 标 数 据 ，
也更加聚焦主责主业能动履职，但
也有一线干警反映个别指标设置仍
不尽科学。”最高检案管办案件质量
管理处处长郭冰坦言，为回应检察
人 员 关 切 ， 进 一 步 加 强 科 学 管 理 ，
2024 年 1 月，最高检再次修订印发新
的 《评价指标》，指标数量精简至 38
项，通报值减少至 6项。

“完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是一个
动 态 过 程 ，大 的 方 向 是 坚 持 实 事 求
是、逐步优化。”申国军告诉记者，最
高检会持续关注指标的运行情况、倾
听一线检察人员的建议，在优化完善
中让评价指标趋于科学实用。

（下转第二版）

持续打造高质量“检察产品”
——检察机关聚焦办案质效优化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康健 边俊娜

在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贡宝拉
格草原，白雪茫茫，蜿蜒连绵的金长城
银装素裹。近日，记者跟随锡林郭勒盟
检察分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当地文物保
护部门工作人员一同来到这里，查看金
长城保护情况。

锡林郭勒盟坐落有金长城（金界壕
长城遗址）和北魏长城，其中金长城在
锡 林 郭 勒 盟 境 内 总 长 度 达 1080 余 公
里，分布于多伦县、正蓝旗、太仆寺旗等
11 个旗县市（区），已有近 1000 年历史，
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历史文化
资源。

“金长城遗址属于寒地土遗址（北
方寒带地区遗存下来的土遗址），在冬
季，冻土层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都可能
对寒地土遗址造成损毁，越是寒冷越要
加强保护。”锡林郭勒盟检察分院公益
诉讼部门主任侯毅告诉记者。正是基于

这种考虑，经过多方联络，1 月 29 日，锡
林郭勒盟长城保护专项行动正式启动。
该院公益诉讼检察官踏雪而行，重走金
长城，筑牢长城保护法治屏障。

几天的现场勘查，检察官面临着点
多线长勘查难度大等情况，行进途中，
车辆被积雪困住两次。到了牧区，积雪
更深，导致车辆和人员无法深入现场。
检察官通过无人机和测距仪等设备对
较难涉足的区域从不同高度、不同视角
进行了全面勘查，掌握了遗址保存现
状、界碑设立、管护面积等情况，充分利
用现代技术手段增强收集证据的便捷

化、精准化、高效化。
其间，锡林郭勒盟检察分院联合多

伦县、正蓝旗、太仆寺旗等地检察院对
当地的长城遗址损害事实进行了现场
检查，调取了案件办理、被破坏长城相
关情况等信息，并向相关部门发放了调
取证据通知书。考虑到长城保护协作共
治的必要性，锡林郭勒盟检察分院与金
长城沿线地域文体旅游广电局文物保
护中心等部门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长
城管护措施和修缮方案，就加强长城遗
址保护力度、有效解决工作难点堵点等
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交流。

履冰踏雪，守护金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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