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同题报道编辑/何南宁 美编/吴美妘 校对/杨金辉
联系电话/（010）86423479

2024年 8月 4日 星期日
电子信箱：2365806334@qq.com

□本报记者 张仁平
通讯员 李秋云

炎炎夏日，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同
安区五显镇北部的三秀山村，迎来一
年里最热闹的时节。绿水青山间，果
香、玫瑰花香、咖啡香弥漫。丰收的
喜悦中，天南地北的游客纷至沓来。
这个面积仅 0.39 平方公里的全市最小
行政村，村民增收、村子发展的乡村
振兴路越走越宽了。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美好乡村
图 景 的 背 后 ，有“ 检 察 蓝 ”的 持 续 助
力。近年来，厦门市检察机关充分发
挥“四大检察”职能作用，找准服务乡
村振兴的着力点，把握平安乡村、美
丽乡村、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些关
键点，以高质量检察履职为乡村振兴
注入法治力量。

聚焦基层治理，奏响平安乡
村进行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好、
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
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
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今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矛盾纠纷源头
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制。

为妥善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厦门
市检察机关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
验”，主动靠前维护农村和谐稳定，对
民间纠纷引发的信访案件加大上门
听 证 力 度 ，积 极 运 用“当 事 人 +检 察
官+公信人士”三方参与的听证模式，
摆事实、举证据、释法理，促进信访矛
盾化解。今年以来，厦门市两级检察
院共开展检察听证 35 件，矛盾化解率
达到 94.3%。

孙某和李某是邻居，双方因琐事
发生冲突。在推搡过程中，孙某手腕
受轻伤。公安机关认为李某没有伤
害故意，决定不予立案。孙某向公安
机关提出复议、复核申请，公安机关
均维持原决定。孙某想不通，向厦门
市 海 沧 区 检 察 院 提 出 立 案 监 督 申
请。“公安机关的决定于法有据，但矛
盾纠纷未化解，很有可能激化升级。”
为此，海沧区检察院将听证会开到村
里，邀请值班律师、司法所调解员作
为听证员，先由办案民警充分说明办
理过程，再由检察官围绕争议焦点释
法说理，把法讲清、把理讲明、把情讲
透。经各方共同努力，孙某解开了心
结，表示不再申诉，将通过民事诉讼、
调解等方式解决赔偿问题。

今年以来，为加强对涉案困难群
体的司法救助，厦门市检察院将“司
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聚
焦农村地区六类生活困难当事人，强
化精准救助、有效救助”等内容纳入

《“检护民生”专项行动落实方案》，以
涉农司法救助工作为抓手，助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农村地区六类
困难当事人 44人提供了司法救助。

聚焦宜居宜业，绘制生态乡
村画卷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为
此，厦门市检察院在《“检护民生”专
项行动落实方案》中细化了 70 项相关
举措，“依法惩治非法占用农用地等
犯罪，加强耕地安全保护”位列其中。

草皮种植业因投入少、收益高，
一度被作为富民经验推广。但因草
皮多次收割会造成土壤流失，严重破

坏基本农田耕作层，国家已明令禁止
该业态。2023 年，厦门市集美区检察
院在履职中发现，集美区灌口镇存在
成片或者零星种植用于出售的绿化
草皮的情况。

进一步调查核实后，集美区检察
院决定立案，依法向相关职能部门发
出检察建议。同时，该院积极强化府
检联动，助推区政府出台专项整治方
案。至 2023 年 6 月，集美区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种植草皮的地块均已完成
清退，总清退面积 1060 余亩。

为服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厦门市检察机关持续开展“服务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专项监督，2023 年以
来共起诉涉农刑事案件 14 件 28 人，依
法惩治非法占用农用地、盗伐林木等
违法犯罪，同时结合办案推动生态环
境修复，立案办理涉农公益诉讼案件
7件。

厦门是一座海滨城市，保护“海
上粮仓”是乡村振兴应有之义。近年
来，厦门市检察机关全面推行陆海统
筹海洋生态环境检察保护模式，坚持
打击犯罪与生态修复相结合，推动相
关部门对 24 条入海管道进行清淤整
治，引导犯罪嫌疑人自愿认购碳汇 9
万余吨共计 58 万余元，与多部门联合
开展增殖放流。此外，厦门市检察机
关还持续开展守护古树名木检察公
益诉讼工作，推动五缘湾湿地公园、
张埭桥海滩水库、环岛路候鸟栖息地
实现生态环境系统性治理，以检察履
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聚焦产业发展，助力富美乡
村建设

“ 农 村 宅 基 地 使 用 权 可 以 继 承
吗？别着急，我给大家讲一讲……”

“咱们村游客越来越多了，商户
们一定要诚信合法经营，保护好村庄
品牌，有涉法问题可以来找我……”

在三秀山村，“偶遇”厦门市检察
院检察官是村民们的日常。检察官
经常进村举办乡村法治讲座，或者开
展“摆摊”普法，而检察院驻村干部更
是利用驻村的便利条件，在蔬菜大棚
里，在果树下，在田间地头，随时为村
民普法。

乡村振兴是大战略，党建引领是
大文章。近年来，厦门市检察机关将
驻村结对帮扶工作与深化拓展“深学
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紧密
结合起来，市、区两级检察院分别与
全 市 10 个 村 居 签 署 结 对 帮 扶 协 议 。
实践中，厦门市检察机关注重发挥专
业 优 势 ，深 入 乡 村 开 展“ 主 题 党 日 ”

“送法上门”“法治进村”等形式多样
的党建共建和法治宣传活动，为乡村
振兴提供优质检察产品，在实践中巩
固主题教育成果、推动“检护民生”和
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记者了解到，厦门市检察院连
续 3 年选派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
的处级干部进驻三秀山村蹲点，让
包 括 博 士 选 调 生 在 内 的 检 察 人 员

“ 脚 上 沾 泥 土 ”， 走 进 乡 村 服 务 群
众，将乡村振兴所需所难和村民所
求所盼，转化为检察履职服务中心
工作的具体举措。2022 年，三秀山
村被评为“厦门市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村”。2023 年，该村集体收入超过
50万元。

以司法服务保障“三农”为抓手，
以“驻村”为牵引，厦门检察官奔走在
田野、普法在一线，一步一个脚印为
乡村振兴注入法治力量，一幅乡村振
兴的壮美画卷在鹭岛徐徐展开。

检察官“脚上沾泥土”服务和美乡村建设
福建厦门：发挥“四大检察”职能作用为乡村振兴注入法治力量

“在尊重古建筑历史原貌的基础上，
坚持闽南区域建筑风格，保留建筑原始
的生态肌理，再通过新增配套设施注入
不同功能。”盛夏时节，厦门市湖里区检
察院检察官再次来到“坂美九十九间”红
砖古厝。听着项目负责人的介绍，看着
红砖古厝“修旧如旧”，检察官深感欣慰。

红砖古厝是闽南特色传统民居。“有
几间厝用砖仔砌，看起来普普通通，时常
出现我的梦中，彼就是我的故乡。”闽南
歌曲《故乡》，唱出了许多人的“红砖记
忆”。2021年，湖里区检察院检察官在走
访辖区不可移动文物过程中，发现部分红
砖古厝在夹缝中生存，情况很不乐观。其
中，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的“坂美九十九
间”，房门衰朽、墙壁剥蚀、瓦片脱落。

为保护好红砖古厝，让乡愁有容身

之所，给游子以精神寄托，湖里区检察
院积极向有关部门移送线索，开展磋
商，与文物保护专家和相关职能部门工
作人员共商保护对策，提出有针对性的
检察建议，全力推动落实整改。湖里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检察建议，出台东
部旧村改造片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方
案，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分批
加固并修缮不可移动文物，建立文物保
护长效机制，打造文物保护示范片区。

2023 年 5 月，坂美民俗文化园项目
正式动工建设。除“坂美九十九间”建
筑群外，园区内还有一批抢救性修缮的
老建筑将恢复昔日容颜。如今，园区即
将竣工验收，闽南民俗展馆、海丝文化
馆、非遗研学基地建设也在按计划推进
之中。 （吕萍芸）

保护红砖古厝留住乡愁

“运污车排污问题解决后，我们这
里空气清新多了。”近日，厦门市同安
区检察院检察官进村回访，听村民们
讲述治污前后的不同。

今年 3月，同安区检察院检察官在
履职中发现，同安区某村污水泵站的
吸污工序被外包，承包方本应将污水
运往污水处理厂处理，但为了节省运
费，运污车每次行驶到前山村附近道
路时，就向道路旁的雨水篦内排放污
水。经检验，所排污水中氨氮等多项
污染物均超标。4 月底，同安区检察院
向相关行政机关和属地政府发出检察
建议，建议其严格依法履行职责，排查
是否还存在其他非法排放、非法处置
农村污水行为，并责令污水运维单位
限期采取治理措施。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积极行
动起来，重新购置吸污车辆，增设过磅
系统，为在册所有吸污车辆安装定位装

置，通过电子管控和过磅系统，确保吸
污、运输、处置全流程无缝衔接，污水出
入不留死角。同时，相关部门持续压实
农村污水泵站主体责任，对管理制度、
责任人员进行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使乡村污水排放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为助力打造洁净乡村、生态乡村，同
安区检察院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
略，引导 9名生态环境资源领域刑事案
件犯罪嫌疑人认购蓝碳 1.17万余吨、绿
碳 1.2 万余吨，使碳汇用于扶植乡村经
济。该院还协同推进“青山计划”，与相
关职能部门建立“生态+公益诉讼”协
作机制。2023 年以来，该院通过检察公
益诉讼推动追回耕地复垦费用 44 万余
元、国有农场土地补偿款 436 万余元，
实现耕地复垦、林地复绿、矿山治理 200
余亩，在金都海域设立“公益诉讼海洋
生态修复示范基地”，助力传统渔村绿
色转型。 （黄妙芳）

乡村污水排放监管不留死角

“这么多年了，谢谢你们一直惦记
着我们家！”日前，厦门市翔安区检察院
检察官对一起刑事案件被害人家属邵
某进行回访，确认经过多元救助和长期
帮扶，邵某母女已经渡过难关。

邵某的女儿被猥亵时还是未成年
人。2019年，该案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
任。办案过程中检察官发现，邵某的女
儿被侵害后患上抑郁症，亟须心理干
预，而邵某身患癌症，其微薄的收入仅
能维持家庭生活，家庭经济极为困难。
为此，翔安区检察院迅速启动司法救助

联动机制，与翔安区妇联、乡村振兴局
形成“司法救助+社会救助”有效衔接，
通过多元化综合帮扶，努力实现对邵某
母女救助效果的最大化。

经检察机关牵头推动，一系列帮扶
措施同步跟进。翔安区检察院联系专业
心理咨询师，为邵某的女儿提供心理干
预治疗，并帮助邵某申请到司法救助
金。翔安区妇联向邵某的母亲伸出援
手，在就医诊疗方面提供支持。“5年来，
我们对邵某一家的情况持续关注。邵某
的女儿已走出心理阴霾，去年顺利考上

大学，今年暑假还参加了志愿者活动。”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

据了解，为更好地保障农村困难
群众权益，翔安区检察院建立前置筛
查机制，主动摸排农村地区因案致贫、
返贫群体，确保救助信息传达到每位
当事人；同时，探索“司法+社会”救助
模式，注重物质与精神、短期与长期救
助相结合，联合民政、教育等部门为救
助对象提供心理疏导、教育支持、技能
培训等多渠道帮扶，汇聚各方资源形
成救助合力。 （章哲）

多元化综合帮扶，一家人走出阴霾

厦门市翔安区检察院在该区黄厝
村打造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厦门市同安区检察院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在金都海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厦门市同安区检察院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在金都海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厦门市海沧区检察院通过检察听证厦门市海沧区检察院通过检察听证，，将办案和普法有效结合起来将办案和普法有效结合起来。。

厦门市集美区检察院组织开展厦门市集美区检察院组织开展““寻访老集美寻访老集美””活动活动，，了解辖区文物古迹保护情况了解辖区文物古迹保护情况。。

“检察院把听证会搬到案件现场来
开，我们听完案情后，就可以实地查看，
评议检察建议是否落到实处，整改是否
到位，心里更有底了。”前不久，厦门市
海沧区检察院对一起生态领域公益诉
讼案件进行公开听证，听证员为检察机
关创新听证举措点赞。

2023年，村民王某为挖鱼塘，向村里
一块生态林地倾倒弃土。后经有关部门
督促，王某进行了补植复绿。数月后，海

沧区检察院检察官回访发现，王某
补植的林木属于经济林，不

符合生态公益林要求，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

共 利 益 仍 处 于
受 损 状 态 。

2023 年 12
月 ，海 沧

区检察
院 依
法制

发检察建议，推动相关行政机关与属地
街道共同督促指导王某落实整改。

前不久，海沧区检察院邀请人大代
表、人民监督员、植物研究领域专家以及

“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志愿者作为听证
员，在王某所在村举行公开听证会，对该
案生态公益林补植复绿是否达标进行现
场评议。

听证员经过实地查看、现场询问，一
致认为涉案生态公益林已得到修复保
护。“现场听证，让村民‘围观’整改情况，使
办案效果可感可触，对全社会形成公益保
护共识具有积极意义。”办案检察官表示。

除了通过现场听证提高公益诉讼
案件办理质效，海沧区检察院还在养老
诈骗、危险驾驶、乡村邻里纠纷引发的故
意伤害等案件办理过程中，实现“上门听
证”和“家门口普法”相结合，将特色普法
产品送进村、送上门，推动全社会形成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新风尚。

（郑楠楠）

上门听证，在群众家门口普法

“凤山祖庙修缮后，这一带的烟火
气更足了。”日前，在厦门市集美区灌
口镇美食摊位前，经营户老达告诉集
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志荣，摆摊一
年多，他的生意越来越好。

2023年，集美区检察院开展“公益诉
讼检察助力文物保护”专项活动，发现位
于集美区灌口镇的福建省文物保护单
位凤山祖庙存在主体结构安全隐患。
经立案调查，集美区检察院向相关职能
部门发出及时保护修缮的检察建议。

在 推 动 凤 山 祖 庙 得 到 保 护 的 同
时，该院围绕凤山祖庙周边整体规划
提升、助推灌口镇乡村振兴工作完成
专项调研报告，得到集美区政府高度
重视，将其作为督办件下发落实。随

后，相关部门成立工作专班，明确项目
进度时间表和责任单位清单，落实 200
余 万 元 项 目 资 金 。 美 食 一 条 街 建 成
后，老达开了自己的摊位。

“每一起发生在乡野间的公益诉讼
案件都是助力乡村发展的良机。近年
来，我院结合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办理助力乡村振兴公益诉讼案件 24
件。为了乡村发展需要的烟火气，我们
积极组织‘寻访老集美’活动，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公益诉讼观察员、文旅
局工作人员用脚步丈量秀美山川，为文
旅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希望我们的不
懈努力，能让田野更绿、果实更红、村庄
更宜居、农民获得感更强。”办案检察官
介绍。 （张颖）

灌口的烟火气更足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
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
度改革。落实到我们检察机关，必须通
过高质效履职办案为农民增收、农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司法保障……”日前，在
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支部学习会上，刑
检部门检察官结合近期办理的一起“假
种子”案件深学悟透三中全会精神。

春 种 一 粒 粟 ，秋 收 万 颗 子 。 2022
年，在厦门经营农场的老洪却没能迎来
丰收的喜悦。其高价买来的“莎卡达七
寸”胡萝卜种子种在几十亩地里，长出
的胡萝卜品相差、口感也差，贱卖都没
人要，有的只能烂在地里。当时，和老洪
一样损失惨重的还有多家农户。追根溯
源，他们都是从龚某那里购买的种子。农
户报案后，公安机关立案，查明龚某销售
假种子涉案金额 71 万余元。同年 11 月，
公安机关以龚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将该案移送厦门市知识产权
一审刑事案件集中管辖检察院——思
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龚 某 销 售 假 种 子 的 行 为 如 何 定
性？“类似行为的常见罪名是生产、销售
伪劣种子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也可能因为侵权行为构成侵犯注册
商标类犯罪。”办案检察官介绍，认定涉
案种子与“莎卡达七寸”是否为同一品
种成为该案定性的关键。检察官在田
间现场鉴定的基础上，借助科研院校国
家级科学实验室力量，最终认定龚某销
售的种子与“莎卡达七寸”并非同一品
种 ，其 行 为 构 成 生 产 、销 售 伪 劣 产 品
罪。2023 年 10 月，一审法院以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判处龚某有期徒刑八年，
并 处 罚 金 80 万 元 。 龚 某 提 出 上 诉 ，
2024 年 1月，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很多农户缺乏维权意识，遇到相
似情况甚至不会报案，相关部门在监管
和宣传上也欠缺力度。”针对办案中发
现的问题，思明区检察院通过制发检察
建议推动职能部门大力整顿种业市场
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加强针对性普法，
促进长效治理。 （董文静 张挺）

改变涉案罪名，高质效办理“假种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