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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博
通讯员 陈艳琳 贺一鑫

户口迁出后，在原籍无稳定工作
和住所、无直系亲属可投靠、也不属于
人才引进等人群，就无法返回原籍落
户吗？在重庆市秀山县，居民李琳（化
名）被这个问题困扰了 11 年。近日，李
琳拿着新办的户口簿喜极而泣：“现
在，我是真的可以回家了！”

2023 年 3 月，“益心为公”志愿者
向秀山县检察院移送了一条线索，称
失明妇女李琳由于户口问题无法享受
当 地 帮 扶 政 策 。 检 察 官 立 即 开 展 调
查。经调查，1986 年李琳从秀山县外
嫁 到 贵 州 省 ，户 口 也 从 老 家 迁 往 当
地。一年后李琳离婚，踏上了外出务
工之路。辗转几年后，李琳回到老家，
做起小本生意并修建了房屋（自建房，
无房产证明）。2013 年，李琳因病双目
失明，生意也随之停止。她想将户口
迁回秀山县，享受残疾人优待扶持等
政策。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条“回

家的路”一走就是 11年。
根据 《重庆市户口居民身份证管

理工作规范实施细则 （试行）》（下
称 《细则》）、《重庆市户口迁移登记
实施办法》 等文件关于户口迁移的规
定，李琳在秀山县无合法稳定的工作
及住所、无直系亲属可投靠、也不属
于人才引进等人群，无法将户口迁回
原籍。检察官从秀山县妇联了解到，
类似李琳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仔细研
读 《细则》 后，检察官发现了转机。

《细则》 第 57 条第 2 款规定：“国家城
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和市级城乡融合发
展先行示范区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
口 迁 徙 制 度 ， 出 台 了 相 关 落 户 政 策
的，其户口迁移登记从其规定。”但
在实践中，很多地方并未结合自身实
际出台相关的落户政策。

“秀山县是重庆市城乡融合发展
先 行 示 范 区 ， 可 以 结 合 自 身 实 际 建
立 城 乡 有 序 流 动 的 人 口 迁 徙 制 度 ，
出 台 符 合 本 地 特 点 的 落 户 政 策 ， 让

《细 则》 中 这 一 条 款 发 挥 其 应 有 作

用。”秀山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海解
释道。

2023 年 4 月 19 日，秀山县检察院
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
其结合辖区实际情况，细化相关落户
政策，解决特殊群体落户受限制的问
题。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部门
对具体户口迁移事项的办理条件、需
提供材料、办理流程等进行修改和完
善，为李琳等特殊群体返回秀山落户
提供了政策支撑。

此外，秀山县检察院与该县民政
局、残联进行诉前磋商，就推动落实
相关政策、梳理类似问题达成一致意
见。2023 年 12 月 27 日，秀山县城镇化
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办
公室印发《秀山县城乡人口有序流动
迁徙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试行）》，其中
明确规定：“因就业、结婚将户口迁出
我县后，又因解除劳动合同或离婚等
原因返回原籍实际居住的人员，可申
请在原籍登记常住户口。”由此，李
琳终于“回家”了。

“回家的路”竟走了11年
重庆秀山：依法履职推动户籍政策优化

□本报记者 王玲
通讯员 金昱彤 王嘉诗

近日，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检察
院检察官来到金地宸颂小区，对一起
督促整治机动车违规占用盲道停车案
开 展“回 头 看 ”活 动 。 检 察 官 现 场 看
到，盲道上已加装多个挡车器，不合理
的地桩也进行了规范设置，盲人通行
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今年 3月 18日，沈河区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官收到“益心为公”志愿者反
映，称金地宸颂小区有多辆机动车长期

停放在盲道上，妨碍视障人士出行。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办案检察官

发现多辆机动车长期停放在涉案小区
正门前的盲道、人行道上，视障人士可
能会出现碰撞或摔跤情况，存在出行
安全隐患。该院遂于 3月 28日立案。

为高效推进案件办理，沈河区检
察院邀请交通管理部门、市政设施主
管部门、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召开
案件研判会，同时邀请沈阳市检察院
第七检察部检察官、沈河区人大代表
到会指导。

研判会上，结合案件情况，各部门

明确了监管职责，然后一同前往涉案现
场查看。各部门联动执法，在小区物业
的配合下，现场联系占道停放机动车的
车主，要求及时驶离；要求小区物业对
不合理的地桩进行规范设置；小区物业
采取加装挡车器等措施加强对机动车
的停放引导，避免机动车占用人行道、
盲道，影响通行安全。

“当天研判当天整改，通过法治手
段、联合履职扫除盲道障碍，让盲道真
正发挥功效，充分保障了视障人士的
出行安全！”沈河区人大代表为案件办
理效果点赞。

当天研判当天整改
沈阳沈河：多方合力推进盲道除障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检察院组织辖区某小学师生代表、区妇联代表和人民监督员，开展
“公益诉讼增殖放流+普法宣传”活动。活动中，检察官结合该院办理的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以案释法，宣讲《宜昌
市黄柏河流域保护条例》；到小溪塔森林公园增殖放流，共投放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近 5万尾。

本报记者戴小巍 通讯员许萍摄

▲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贾琳琳

在沿黄城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区域严重缺
水，水资源匮乏是制约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的突出瓶颈，也是生态环境保护
面临的最大难题。在这种背景下，当
地 4 家煤矿企业却在生产过程中超量
疏干（疏干即把含水层中的水位降到
生产工作面标高以下，或有计划地将
水源和水部分或全部疏出，从而彻底
消除在采掘过程中涌水的可能性）约
700 万立方米，导致煤矿周边地下水水
位下降，对地下水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损害。

“我公司愿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责任……”鄂尔多斯市检察院依
法对 4 家煤矿企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其中一家企业负责人在去年年底的庭
审现场为其违法行为道歉。

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认定
“零”的突破

2022 年 4 月 14 日，中央第三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发现，鄂托克旗棋盘
井地区违法取水用水问题突出，地下
水水位下降严重。生态环境部将这一
公益诉讼线索移交给最高检，最高检
随即将该线索交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
办理。

同年 4 月 18 日，内蒙古自治区检
察院运用一体化办案方式，指导鄂托
克旗检察院立案调查，并由鄂尔多斯
市检察院审查起诉，三级检察院的检
察官们紧锣密鼓地开展办案工作。经
调查，棋盘井地区有 4 家煤矿企业超量
疏 干 ，可 能 造 成 地 下 水 生 态 环 境 损
害。同年 10 月 10 日，鄂托克旗检察院
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鄂托克旗水利局、鄂托克旗经济
开发区税务局于 2022 年 9 月对 4 家煤
矿企业超量疏干地下水的违法行为作
出了罚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行政
处罚，4 家煤矿企业补缴了水资源税近
2亿元。

涉案煤矿企业称，在生产中疏干
地下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采掘
过程中出现的涌水倘若不疏干，会造
成严重的安全隐患。那么，煤矿进行
地下作业，倘若存在不可控的涌水量，
能否认定其主观上存在过错？检察官
多方走访行政机关和涉案煤矿企业，
调阅大量行政执法卷宗、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水泵的开泵原始记录等证据
材料，抽丝剥茧，解开谜团。

证据显示，2019 年至 2021 年，涉案
煤矿企业连续三年均出现超批复退水
的情况，却没有重新提出取水申请，在
客 观 上 造 成 了 超 量 疏 干 地 下 水 的 情
况。2022 年，涉案煤矿企业采取保水
采煤措施后，煤矿涌水量有所减少，其
采取的生产工艺及生产技术对煤矿涌
水量产生直接影响。据此，办案检察
官认为：“被告的行为并非完全是被动
的，完全可以通过积极作为减少对地
下水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个发现足以
说明涉案煤矿企业超量疏干地下水具
有违法性。”查清了这个关键的事实，
就需要对损害进行评估定量。

但是，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的价
值认定，并无先例可循。2023 年 2 月
27 日，鄂尔多斯市检察院邀请该市水
利局、生态环境局和鄂托克旗政府召
开“棋盘井地区违规取水用水案件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检察公益诉讼
衔接工作座谈会”。经鄂尔多斯市政
府授权的鄂托克旗政府、鄂尔多斯市

水利局，作为生态环
境 损 害 赔 偿 权 利 人
在会上提出，由检察
机 关 提 起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更 为 合 适 。 同
时，鄂尔多斯市水利
局 推 荐 水 利 部 牧 区
水利科学研究所（下
称“水利部牧科所”）
对 地 下 水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进 行 评 估 。 会
后，检察机关依法发
布诉前公告，公告期
满 后 没 有 适 格 主 体
提起诉讼。

水利部牧科所采取野外调查、取样
检测和现场实验等方式，探索利用先进
的同位素指纹识别技术与常规水文地
球化学技术方法，开展生态损害程度评
估和以水源置换补偿措施资源等值分
析法开展生态损害价值量化。2023 年
7 月 10 日，水利部牧科所出具评估报
告，认定 4 家企业超量疏干造成地下水
生态环境损害价值共计 431.56万元。

审查论证，提高评估报告证明能力

2023 年 7 月 27 日，内蒙古自治区
检 察 院 组 织 召 开 诉 前 技 术 审 查 论 证
会，邀请自治区地质调查研究院教授
李志、自治区固体废物与土壤生态环
境技术中心副主任刘丽丛对评估报告
进行初步论证。

“评估报告采用多种方法对企业超
量疏干产生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了评
估，给出了区域具有水资源服务功能含
水层间接影响损害量，并利用资源价值
等量分析法确定生态损害补偿标准，核
算方法合理，结论可信。”从企业超量疏
干对地下水生态环境造成损害、超量疏
干水量确定、评估方法等方面，李志、刘
丽丛对评估报告进行了论证。

此次诉前技术审查论证会为专家
技术审查会作了前期准备。2023 年 10
月 25 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召开评
估报告专家技术审查会，技术审查会
专家组、检察机关特邀专家、鄂尔多斯
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负责人及
有关办案人员、鄂托克旗水利局负责
人、涉案企业代表出席了会议。

参会各方围绕评估报告，从总体思
路、评估目标、基础资料、分析方法、评
估结论等进行质询。中国水科院、水资
源所原副总工、二级教授谢新民，内蒙
古生态环境损害评估中心主任、教授郑

利霞等专家进行评价，并提出进一步完
善的意见建议。最终会议审查通过了
水利部牧科所出具的评估报告。

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鄂尔多斯市检察院对 4 家煤矿企
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23 年 12 月
12 日，该案开庭审理，鄂尔多斯市检察
院检察长杨世林出庭提起诉讼，该市
中级法院院长苏利军担任审判长。内
蒙古自治区检察院组织内蒙古黄河流
域检察机关、煤矿企业代表、有关行政
机关代表等参与庭审活动。

煤矿疏干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因
生产安全被动疏干是否具有违法性？
企业接受行政处罚并补缴水资源税是
否还应继续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庭审中，检察机关申请鉴定人出庭对
专业问题进行说明，并对案件争议焦
点进行答辩。

杨世林指出，根据相关规定，煤矿
企业应按照行政审批进行疏干，如需
超量疏干，应及时报请主管行政机关
备案并对取水许可证进行变更。被告
持续 3 年超批复退水，未重新提出取水
申请且未安装计量设施，超量疏干行
为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经评
估，被告行为间接导致涉案地区地下
水水位下降，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4
家被告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及
案件的评估费用共计 575.56 万元，并
在自治区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2023 年 12 月 29 日，鄂尔多斯市中
级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全部支持了检
察机关的诉讼请求。

庭后，4 家被告企业懊悔不已：“既
要承担行政处罚，缴纳罚款和水资源
税，还要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
这违法成本实在是太高，教训太深刻，
以后不会再犯了。”

内蒙古鄂尔多斯：破解地下水生态损害鉴定难题

对煤矿企业超量疏干说“不”

前不久，本案入选最高检发布的 2023 年检察机关高质效履职办案典型
案例。简单来说，其有以下四个方面典型意义：

一是高质效落实黄河保护法，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本案中，三级
检察机关一体化办案，紧盯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积极贯彻实施黄河保护
法，充分彰显了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的检察担当。二是高
质效开展实体认定工作，创新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评价路径。地下水生态
环境损害的价值认定是本案焦点问题，鄂尔多斯市检察机关先后两次取得
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认定的有力证据，最终通过委托水利部牧科所破解了
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认定难题。三是高质效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探索
技术性证据审查论证。煤矿超量疏干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是新类型问题且
疑难重大复杂，检察机关通过组织召开“诉前技术审查论证会+专家技术审
查会”，对专业机构出具的评估意见开展技术审查论证工作。经两轮技术审
查论证，最终认定 4 家煤矿企业超量疏干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价值 431.56 万
元。四是高质效追究涉案企业民事责任，坚持以“诉”的确认引领司法价
值。属地行政机关对涉案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行政
处罚，4 家煤矿企业补缴了水资源税近 2 亿元。但是，根据民法典第 187 条规
定，4 家煤矿企业因同一行为承担行政责任的，不影响其承担民事责任。为
此，鄂尔多斯市检察院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获法院判决支持，4 家煤矿企
业当庭赔礼道歉。

以高质效履职办案保护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赵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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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检察院检察官走进涉案企业调查了解情况。

大手小手携手增殖放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