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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
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确保中国
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四川是我国产粮大省，也是西部
地区唯一的粮食主产区。习近平总书
记对四川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寄予了
殷切期望。2022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
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视察时强调，成
都平原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要
严 守 耕 地 红 线 ，保 护 好 这 片 产 粮 宝
地，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202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四川考察时再次

强调，四川要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
害，加强良种和良田的配套，打造新
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党的中心工作推动到哪里，司法
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近年来，四川省
检察机关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
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耕地保护、种子
安全、农资安全、外来物种治理、农业
污染治理等领域，以办案为中心，坚持

依法一体履职、综合履职、能动履职，
严厉惩治破坏粮食生产、危害粮食安
全的各类犯罪，依法办理涉耕地保护、
粮食安全、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公
益诉讼案件，以法治之力助力守住耕
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

为护航天府粮仓建设，四川省各
地检察机关进行了很多探索。2023 年
6 月，成都、德阳、绵阳、乐山、雅安、眉
山六地检察机关会签《成都平原天府
粮仓核心区检察联盟协作协议书》，逐

步构建起“法律咨询+案件审查+公益
保护+检察服务”四位一体保护体系。
泸州、广元、雅安等地检察机关也通过
开展特色农产品保护公益诉讼，有力
推进了农业植物种质资源保护。

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公 布 的 数 据 ，
2023年，四川粮食播种面积 640.4万公
顷，排名全国第七，粮食总产量 3593.8
万吨，再创历史新高，稳居全国第九，
农业大省的金字招牌持续擦亮。四川
省检察机关将始终牢记“国之大者”，
把守护天府粮仓、保障粮食安全作为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
的重要内容，依法充分履行法律监督
职能，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
粮仓，守牢守好国家粮食安全底线贡
献四川检察力量。

为保障粮食安全贡献检察力量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王麟

四川：依法能动履职守护天府粮仓

粮安天下，种为粮先。春节过
后，春耕在即。近日，四川省眉山市
检察机关组织检察人员走到街头巷
尾、田间地头，开展种子安全法治宣
讲。“我们在种子安全专项法律监督
行动中发现，除了依法办案督促相关
部门严格履职，提高群众种子安全意
识也非常重要。”眉山市检察院第六
检察部主任吴劲松说。

“老板，你那天卖给我的瓢儿白
咋不生芽哟？”2023 年 2 月，眉山市
东坡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刘剑川调
研辖区种子安全问题时，恰好遇到
一位老人向种子经营者反映种子质
量问题。刘剑川立即探问详情，并
做了详细记录。

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人

民群众“菜篮子”“米袋子”的安全。
为此，东坡区检察院在眉山市主城区
和 8 个镇开展种子安全公益诉讼专
项调查。“我们分片区随机走访种子
经营店和摊位超过 30 家，发现有 10
多家存在销售不符合规定的农作物
种子情况，包括销售过期种子，种子
标签标识模糊不清、信息不全、未建
立销售档案等，存在种子质量安全隐
患。”刘剑川介绍。

2023 年 3 月，东坡区检察院根
据调查结果依法向主管部门发出检
察建议，建议对销售不符合规定农
作物种子的行为进行监督处理，督
促 农 作 物 种 子 经 营 者 规 范 经 营 活
动 。 主 管 部 门 对 检 察 建 议 高 度 重
视，立即约谈相关种子经营者，对

问题种子责令下架，并对辖区种子
生产商、批发商进行“拉网式”排
查，完善代销种子备案制度，在强
化种子监督管理工作的同时，保障
农村地区种植散户的主要农作物种
子需求。

东坡区检察院办理的种子安全
公益诉讼案件得到眉山市检察院的
肯定。眉山市检察院将种子安全问
题列入法律监督重点，在全市检察
机关部署开展种子安全专项法律监
督行动。2023 年，眉山市两级检察
院针对种子安全问题向主管部门及
乡镇政府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
察建议 11 件，督促行政机关责令 21
家单位整改种子安全问题、下架问
题种子 400余袋。

一句话“引发”种子安全专项法律监督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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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成方、土成型、渠成网……穿
行于四川省井研县百里粮油走廊，放
眼望去，山上是玉米、大豆、榨菜，山
下种满水稻、泽泻，粮经复合种植相
得益彰。2023 年底，井研县检察院受
邀参加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验收时，
发现部分高标准农田建设配套项目
存在道路毁损、渠道垮塌等情况，导
致农机进不去、灌溉用水出不来，影
响耕地生产效率和农田抗灾减灾能
力。通过依法制发检察建议，该院督
促相关职能部门修复垮塌渠道和破
损道路 80 米，渠道清淤 2000 米，并建
立了长效管护机制。这是乐山市检
察机关以品牌建设为依托助推天府
粮仓丘区样板建设的一个典型案例。

2023 年以来，为推动现代农业

高质高效发展，乐山市检察机关着力
打造“嘉美人和”检察品牌，通过依法
能动履职助力天府粮仓建设。

犍为县罗城古镇郊区是花、茶、
姜、果、兔、竹等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核
心区域，犍为县检察院在耕地保护专
项治理工作中，针对临时项目到期用
地复耕复垦不及时问题，依法向相关
职能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
建议。随后，项目单位组织清理了土
地上的沙石渣。但检察官回访发现，
涉案地块仍无法正常耕种。“砾石含量
高，土层厚度不足且熟化不够，加上基
础设施不配套，达不到复耕条件。”农
业技术专家现场指出问题症结。

犍为县检察院依法提起行政公
益诉讼。随后，相关职能部门督促项

目单位外购 100 余车耕作土壤进行
土地平整，科学修建排水沟和挡墙，
高 标 准 完 成 复 垦 整 改 。 2023 年 以
来，犍为县检察院针对耕地撂荒、土
壤污染等情形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 7件，取得较好效果。

乐山市沙湾区检察院将服务打
造“万亩稻”作为护航粮食生产的切
入点，坚持治本理念，充分发挥“田
长+检察长”协作机制的作用。2023
年，该院检察长参与巡田时，发现部
分耕地、沟渠存在农药包装废弃物污
染，立即部署排查取证工作。在检察
建议推动下，目前，沙湾区各乡镇均
已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台账，共设立
回收点 138 个，切实加强了耕地环境
保护和源头治理。

“田长+检察长”机制服务打造“万亩稻”

“2023 年以来，我市检察机关运用
‘巡田护耕’小程序办理涉耕地保护公
益诉讼案件 11件，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 9份，督促整治恢复基本农
田 29亩，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破坏基本
农田犯罪线索 1件。”近日，记者在四川
省绵阳市检察院采得这样一组数据。

2023 年初，绵阳市安州区检察院
公益诉讼检察官收到一条“巡田护耕”
小程序推送的信息：“您有一条来自安
州区自然资源局推送的案件线索，请
尽快查看。”办案检察官立即赶赴现
场，调查发现某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
社违法占用 8.52 亩永久基本农田，修
建 4 个养鸡大棚和附属管理设施，使
农田无法种植粮食，系重度破坏。固
定证据后，安州区检察院依法向属地
镇政府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
议，督促其尽快恢复基本农田原状，确
保农田达到耕种条件。

“违法占用的基本农田已取砖覆
土，具备复耕条件。”两个月后，来自安
州区自然资源局的特邀检察官助理在
整改验收现场使用“巡田护耕”小程序

上传整改进度。“有了检察院开发的这
个小程序，整改情况可以随时向检察
院、自然资源局同步推送，不仅提高了
工作效率，也有利于实现动态监管。”
这是特邀检察官助理对“巡田护耕”小
程序的使用体验。

“安州区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四川省粮油生产重点县。2022 年底，
我院联合自然资源局上线运行‘巡田护
耕’小程序，通过线下动态巡查、线上信
息共享、线索双向移送、效果共同评价，
实现耕地保护执法、整改、治理有机贯
通。”安州区检察院检察长罗华介绍。

耕地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安
州区检察院依托全覆盖耕地保护网格
化监管机制，将“巡田护耕”小程序推
广到安州区自然资源局所有一线巡田
员手中。一名巡田员告诉记者：“过去
巡田，发现问题要层层反馈，手续多、
效率低。现在我随走随拍，问题线索
可以第一时间上传，流程简化不少。”
经充分调研，绵阳市检察院在全市检
察机关推广“巡田护耕”小程序，让巡
田护耕更精准、更高效。

巡田护耕，小程序发挥大作用

“福寿螺防治公益诉讼专项监督
开展以来，我市检察机关共办理相关公
益诉讼案件 6件，发出检察建议 6份，保
护粮食面积 2万余亩。”近日，四川省成
都市检察院第八检察部负责人习丽嫔
告诉记者，该院将在线索移送、案件办
理方面与天府粮仓核心区其他市级检
察院开展跨区域协作，以协同共治、联
防联治助力打好“水稻杀手”歼灭战。

2023 年 4 月的一天，在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周边湿地进行巡查的成都市
郫都区检察院检察官发现了一个重要
情况：郫都区唐昌镇青杨湿地内，芦苇
秆上、草丛里、沟渠旁爬满了粉红色小
球，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这会不
会是福寿螺的卵？”

检察官向专家咨询，确认这些粉红
色小球正是福寿螺卵。“福寿螺繁殖能
力强，携带寄生虫多，对水源地的生物
多样性、水体环境以及人体健康都有危
害，因喜食水稻秧苗，还被称为‘水稻杀
手’。”郫都区检察院检察长贾颖介绍。

郫都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对
福寿螺治理问题立案，在充分调查研
究后，于 2023 年 6 月向怠于履职的行

政主管部门依法制发诉前检察建议，
督促其尽快开展福寿螺治理。相关部
门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组织人员对
200 余亩水源保护地中的福寿螺进行
20 次人工清除，并在 900 余亩高标准
农田粮食收割时，通过多次深耕对福
寿螺进行碾压清除。办案过程中，成
都市检察机关邀请“益路蓉行”志愿者
参与调查取证、跟踪观察，联合农业农
村部门开展福寿螺防治宣传，向当地
群众发放福寿螺防治资料 6000 余份。

针对成都多地面临福寿螺入侵问
题，2023 年 9 月，成都市检察院在全市
检察机关部署开展福寿螺防治公益诉
讼专项监督。成都市两级检察院联合
农业农村部门，多次与生态环境领域
专家会商，共同研究制定综合治理措
施。在检察机关推动下，郫都区政府安
排资金 111.69 万元用于福寿螺防治工
作，崇州市相关部门对隆兴镇黎坝村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实施福寿螺环境防
控检测。成都市检察院还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相关专家前往郫都区实
地调研，积极推动在四川省开展福寿
螺等外来入侵物种专项调查和治理。

协同共治打好“水稻杀手”歼灭战
“耕地是粮食安全的基础。检察

机关只有对乱占耕地现象动真碰硬，
才能让耕地保护硬措施落到实处。”近
日，四川省德阳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
察部门负责人黄小华向记者介绍，该
市检察机关持续开展耕地保护专项监
督，以能动履职确保耕地粮食生产用
途、助力保障粮食安全。

2023年 5月，有群众向德阳市旌阳
区检察院反映情况：“那些征了又没有
用的地，成片成片地用来种草皮，这不
是在破坏耕地吗？”根据该线索，旌阳区
检察院查明：2017 年，旌阳区某村 3 个
村组被纳入旌北新区建设规划，260 余
亩耕地处于待征状态，村民“农转非”后
土地长期荒芜。2022 年以来，原村集
体将待征耕地出租给某园艺公司种植
草皮。园艺公司一年 4至 6次铲挖销售
草皮，每次均会带走 1厘米左右的耕作
层土壤，致使优质表土流失，土壤肥力
下降，对耕地资源造成破坏。“待征和批
而未供的土地一般应按耕地进行管理，
依法转为建设用地后，应当剥离耕作层
土壤，用于中低产田改造。”旌阳区检察
院办案检察官表示。

为凝聚耕地保护共识，旌阳区检
察院多次向负有耕地保护监管职责的
主管部门和属地乡镇政府释法说理，
围绕耕地利用信息互通、设置公示牌
接受群众监督等方面内容，依法向主
管部门和属地乡镇政府分别制发行政
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被建议单位
立即部署整改，多措并举促使待征和
批而未供土地恢复粮食生产。鉴于待
征和批而未供土地非粮化并非孤例，
德阳市检察院聚焦耕地保护和土地高
效利用，在全市部署开展待征和批而
未供土地保护专项监督工作。

待征和批而未供土地保护专项监
督工作开展以来，德阳市检察机关依法
监督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地毯式”清查，
摸清相关耕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有针
对性进行整改。截至目前，相关职能部
门已引导原集体经济组织通过集中管
理或统一流转等方式，使 2000 余亩待
征和批而未供土地恢复耕地用途；使
8000 余亩撂荒耕地及 1 万余亩违规种
植草皮、发展林果业的非粮化耕地恢复
粮食生产；盘活荒芜、违法占用或建设
质量不达标的高标准农田 300余亩。

紧盯待征和批而未供土地保护

“化肥是粮食的‘粮食’，对农作物
生长至关重要。依法办案守护农资安
全，是检察护农的应有之义。”近日，四
川省汉源县检察院检察官向记者讲述
了该院办理的涂某等 3 人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案。

“这起案件时间跨度长、被害人较
多，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我院依法介
入，对伪劣化肥生产销售数量及犯罪
嫌疑人获利金额等证据的提取提出意
见，夯实了指控犯罪的证据基础。”据
汉源县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姜锡林介
绍，2022 年 6 月，四川省检察院与四川
省公安厅、农业农村厅、市场监督管理
局等单位对该案联合挂牌督办，雅安
市检察院在汉源县检察院办理该案期
间进行同步阅卷，对案件定性提出指
导意见。

经查，张某向他人定制品牌复合
肥料包装袋，雇用工人将其化肥厂用
剩的含氮化肥原材料和后来购进的含
氮 化 肥 颗 粒 装 入 包 装 袋 中 ，以 每 吨
1700 元至 2300 元的价格销售给涂某，
获利 149 万余元。涂某明知这些复合

肥不合格，仍以每吨 2600 元至 2800 元
的价格向农户及农资销售店销售，获
利 89 万余元。左某明知张某以含氮
化肥颗粒冒充复合肥，仍帮其收款、运
输。充分固定证据后，汉源县检察院
以张某、涂某、左某涉嫌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依法提起公诉，汉源县法院
均作出有罪判决。

2023 年，雅安市检察院总结该案
办理经验，与雅安市农业农村局、市场
监督管理局、供销社等单位联合开展
农资打假行动。行动中，检察机关依
法惩治涉农资违法犯罪 11 人，法治宣
传覆盖 2000 余人次，督促职能部门建
立健全农资经营户台账，促进农资市
场规范有序运行。

“2023 年，我市检察机关依法起诉
破坏民生、侵犯农民权益犯罪 475 人，
办理涉农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案件
189 件。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
同时，我们深入分析案件背后的普遍
性、根源性问题，以个案办理推动了溯
源治理。”雅安市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
责人郑翔文说。

粮食的“粮食”也要确保安全

图①：崇州市检察院检察官在天府粮仓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走访调查。

图②：雅安市检察院检察官走访了解“田长制”工作落实情况。

图③：德阳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实地查看优质耕作层土壤流失情况。

图④：检察官在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田间向群众宣传种子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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