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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河南省方城县检察院开展劳役代偿、增殖放流、复植补绿等生态修
复“回头看”专项活动，检察干警现场了解林场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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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南菜园”
的检察“安全员”

近日，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检察官
赴该区庞各庄镇对一起农产品质量安
全行政公益诉讼案开展“回头看”。大
兴区是北京市传统农业大区，被誉为

“首都南菜园”。今年3月，大兴区检察
院发现该区部分农产品生产企业、农业
合作社销售的农产品中存在安全隐患，
于是向相关单位制发检察建议。7月，
相关行政机关将整改情况按期回复。

本报通讯员田冰 徐金海摄

本报讯（记者张仁平 通讯员董文静 林慧莹） “没想到能够加入志愿协
会！没想到参与公益如此快乐！我真切感受到了司法的善意和社会的包容，我愿
意发挥自己的特长，把自己收获的温暖散播开去。”小王系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的
社区矫正人员。近日，在一次个别谈话中，她连道两次“没想到”，向思明区检察院
检察官分享了她的感受。

今年 5 月，根据个性化社矫对象公益服务方案，小王在思明区志愿者联合会的
统筹安排下加入某公益体育协会。通过该协会，小王每周教授一次公益健身课。

“小王曾从事健身教练工作，目前是该协会一次性排课量最大的志愿者，4 个月以
来共授课 17 次，为 200 余人次授课。”小王的社区矫正活动从“依规打卡”转变为“全
情投入”，在跟踪回访中，检察官明显感觉到她的状态越来越好。

这一转变源于思明区检察院牵头推动的社区矫正工作创新。今年初，部分社矫
对象通过思明区检察院在辖区司法所设置的检察监督热线反映，他们参加公益活动
时，有些接收单位明显心存顾虑，他们为此感到困惑沮丧。该院随即开展调研，发现
该现象确实存在。此外，面向社矫人员的公益活动安排较为零散，部分社矫人员参
与活动时在矫意识十分薄弱。

让社矫人员真正从“心”回归社会，让社会从“心”接纳他们，是将公益活动融入
社矫工作的目的所在。为了更好地彰显制度设计时所追求的价值理念，该院将目
光投向了专业志愿团队。经数次沟通走访，今年 3 月 5 日，思明区检察院牵头组织
召开社区矫正与公益力量协作座谈会。会上，思明区社矫机构及志愿者联合会达
成共识，在社矫工作中全面引入登记在册的 1200 个志愿团队，根据社矫对象个性
特长精准制定公益活动方案。

据悉，自今年 3 月开展协作以来，截至 8 月，相关部门已对近 400 名社矫人
员制定公益服务方案，取得良好成效。其中不少人解矫后仍热心公益，常态化参
与志愿服务。

社矫人员在公益服务中回归社会
厦门思明：协同各方将公益活动引入社区矫正工作

□本报记者 刘怡廷

作为一名检察官，你一定体会过“啃卷
宗 ”时 的“ 忘 我 ”、体 味 法 条 精 神 时 的“ 入
胜”、平衡法理情时的“纠结”……每办理一
起案件，都需要检察官充分调动智慧与学
识，努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近
日，记者走访湖北省检察机关，从当事人满
意的笑脸中，从群众竖起的大拇指中，从兄
弟单位发自内心的感慨中，深切感受到“三
个善于”的具象化，而这些，正是一名检察
官最宝贵的勋章。

紧盯执行环节强化监督

“两年前我是真着急，拿不到钱，进货
又急需资金周转，好在有检察官帮我。”湖
北省武汉市某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贾某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17年 4月，贾某经营的商贸公司向某
建设公司出售一批钢材，某建设公司向贾某
公司支付货款 100 万元后，未再支付剩余货
款。2020年 4月，贾某的公司将该案起诉至
黄陂区法院，6月，法院判令建设公司向贾某
的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 1000万余元。

拿到判决的贾某认为收到货款十拿九
稳，然而在执行过程中，黄陂区法院划扣建
设公司存款 128 万元发还给贾某的公司后，
认为建设公司无其他可供处置的财产，裁
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贾某多次向法院信
访投诉，案件执行始终未取得进展。

无奈之下，贾某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向武
汉市检察院申请执行监督。“本案的关键在
于核实建设公司有无可供执行财产、执行法
院是否穷尽财产调查措施。”经审查，办案检
察官认为，黄陂区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在仅
划扣被冻结银行账户金额 128 万元、尚有债
权 81 万余元未执行时就解除银行账户冻
结，在被执行人明显存在多处财产的情况下
未经调查，径直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侵害申
请人的合法权益。武汉市检察院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 向 武 汉 市 中 级 法 院 制 发 检 察 建
议。4月 8日，武汉市中级法院作出复函，称
其已对检察建议予以采纳并恢复执行。截
至目前，贾某公司已收到全部执行款。

准确理解法条纠正漏诉行为

“这起案件启示我们，在办案时要加强
研判，充分理解法律条文的实质含义。”近
日，随县检察院联合该县公安局就办理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件开展学习研讨。
研讨会后，一名检察干警感慨地说。

2022 年 7 月 4 日晚，公安机关查获随县
一赌场，受雇负责管理赌场资金的张某携带
170 万元赌资出逃。2023 年 3 月 30 日，随县

公安局将该案移送随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查，张某携款外逃后，将 30 万元赌资

藏于家中，其余 140 万元交给了其姑父吴
某。而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时，对吴某
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行为应当立
案侦查而未立案侦查。

承办检察官及时将该线索移交至侦查
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随后，公安机关
办案人员集体讨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
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下称《解释》）的规定，吴某的行为系近亲
属间相互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情节显著轻
微，故不予立案。

针对该案中“近亲属之间帮忙藏匿、转
移百万赌资构不构罪”这一争议点，检察机
关引导公安机关围绕吴某主观上是否明知
该“赌资”属于赃款、客观上是否有窝藏转
移的行为以及是否愿意退赃开展侦查，巩
固证据链条。

经进一步侦查发现，吴某掩饰、隐瞒
金额达 140 万元，且其系主动要求张某将
该赌资交予自己，并将其中 100 万余元用
于家庭开支。吴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拒不
退赃，亦不认罪悔罪，不属于 《解释》 第
二条规定的“犯罪情节轻微”情形。公安
机关对此予以认可。

2023 年 8 月，公安机关对吴某涉嫌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立案侦查，并在侦查终
结后移送审查起诉。今年 5 月，经随县检察
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判处吴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5 万元，
依法追缴其违法所得 140万元上缴国库。

向业务管理要质效

将“三个善于”落到实处，融入检察办
案全过程各环节，既要靠检察人员自觉落
实，也要从制度建设、能力提升、作风保障
等方面发力。

湖北省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负责人告
诉记者，该省不断推动业务评价指标由“结
果性”考核评价功能向“过程性”提示指导
功能转化。

围绕“实质化履职办案”思路，湖北省
检察院出台《案件办理提示清单》《强化审
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实质化审查的工作
指引》《自行补充侦查工作规程》等配套措
施，引导检察干警深化证据裁判理念。

围绕提升监督办案效果，湖北省检察院
出台《办案影响、风险研判工作规定》，要求
检察官逐案分析办案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政
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风险，并将研
判意见作为“需要说明的问题”的独立内容
写入案件审查报告，引导检察官更加稳妥地
处理案件。

湖北省检察机关通过开展百庭评议、
法律文书评比、典型案例评选等活动，加
强公诉人出庭能力建设。2023 年以来，全
省 45 件案例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典型
案例，2 份检察建议获评全国检察机关优
秀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拨开迷雾 找出真相
湖北：践行“三个善于”提升法律监督质效

山西检察机关对郝钧藩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9月 25日电（记者郭荣荣）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山

西省忻州市委办公室原二级巡视员郝钧藩涉嫌受贿一案，由山西省监察委员会调
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山西省检察院指定管辖，由阳泉市检察院审
查起诉。日前，阳泉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郝钧藩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山东省检察院对展西亮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9月 25日电（记者郭荣荣）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山东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展西亮（副厅级）涉嫌受贿、利用影
响力受贿一案，由山东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山
东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展西亮作出逮捕决定。该案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贵州检察机关对毕路佳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9月 25日电（记者郭荣荣）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原

遵义医学院党委委员，原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书记毕路佳（副厅级）涉嫌受贿
一案，由贵州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贵州省检察院
指定管辖，由贵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贵阳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
毕路佳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宁夏检察机关对刘启冬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9月 25日电（记者郭荣荣）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宁夏

回族自治区纪委原常委、监委原委员刘启冬（副厅级）涉嫌受贿一案，由宁夏回族
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
交办，由银川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银川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刘启
冬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天津市检察院】

出台系列文件规范醉驾案件办理
本报讯（记者陶强） 日前，天津市检察院会同市高级法院、市公安局联合印发

系列文件，进一步提升醉酒危险驾驶等轻微刑事案件办理质效。《关于办理醉酒危
险驾驶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问答（第一辑）》就天津适用“两高两部”醉驾新规过程
中遇到的从重处理情节认定、重新鉴定条件、缓刑适用等问题，明确认定标准，为醉
驾案件办理提供明确指引。《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证据清单》根据醉驾
新规简化了醉驾案件的证据调取程序，最大程度缩减速裁程序所需证据。《轻微刑
事案件 48小时速裁工作机制告知书》列明了 48小时速裁程序的概念、适用条件、从
宽幅度、变更程序等内容。

【宝鸡市检察院】

制定《意见》依法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郝雪 通讯员白焘） 近日，陕西省宝鸡市检察院联合该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共同制定《关于加强民事支持起诉工作依法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的
协作意见》，包括线索双向移送机制、一体化救助援助机制、矛盾纠纷联合化解机
制、常态化工作联络机制等 14条内容。据悉，两单位下一步将围绕协同解决民事权
益受到侵害但诉讼能力较弱的退役军人起诉难问题，不断增强司法过程中对退役
军人的帮扶力度，形成依法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工作合力。

□本报记者 孙风娟

今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已
经启动，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9月 25日联合发
布一批依法严惩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
犯罪典型案例。最高法、最高检相关部
门负责人就此回答记者提问。

以法治之力推动完善食品
安全治理体系

问：请介绍一下“两高”发布依法
严惩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典型案
例的背景？

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最高法、最高
检会同农业农村部等 7部门自 2021年 6
月起，开展为期三年的“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专项行动，重点治理农药兽药
残留超标、违法使用禁限用物质等严重
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问题，切实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最高法、最高检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决
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充分履行审判职
能、法律监督职能，依法严惩危害食用农
产品安全犯罪，推动完善食品安全治理
体系，取得了积极工作成效。

强化司法办案，积极参与食
品安全社会治理

问：检察机关采取哪些有效举措
有力打击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

答：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用农产品安
全的重要批示精神，积极履行法律监
督职能，依法严惩危害食用农产品安
全犯罪，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推进
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加强专项
行动组织领导。2021年 6月，最高检下
发《关于检察机关贯彻落实〈食用农产
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
方案〉的通知》，对检察系统开展专项行

动作出专门部署，要求充分认识打击危
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的重要性，积极
履行检察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食用
农产品安全犯罪行为。各地检察机关
积极与当地农业农村等部门联合制发
符合当地食用农产品监管特色的行动
方案，积极部署开展专项行动。

二是强化司法办案，依法严惩危
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全国检察机
关充分运用批捕、起诉等职能，集中治
理农兽药残留超标等严重危害食用农
产品安全问题，始终保持对危害食用
农 产 品 安 全 犯 罪 的 高 压 态 势 。 三 年
来，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危害食
品安全犯罪案件 4936 件 8593 人，起诉
18566 件 35015 人。其中，批准逮捕危
害 食 用 农 产 品 安 全 犯 罪 案 件 751 件
1530 人，起诉 1991 件 4545 人。综合运
用自由刑、罚金刑、禁止令等组合量刑
建议，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形成有力震
慑。积极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不断加
大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工作力度，
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危害食用
农产品安全犯罪案件 484 件 502 人，监
督公安机关立案 148 件 172 人，纠正漏
捕 90 人，纠正遗漏同案犯 208 人，纠正
移送起诉遗漏罪行 66 人。最高检对重
大疑难复杂、舆情高度关注的危害食
用农产品安全犯罪案件挂牌督办，加
强对下指导，回应社会关切。

三是主动融入综合治理，服务保
障食用农产品安全大局。各地检察机
关对案件中反映出的食品监管部门或
涉案单位制度机制漏洞，有针对性地
制发检察建议，强化类案监督，督促有
关部门依法履职，建章立制，促进完善
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加强法治宣传，
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典型案例、
专项行动情况通报等多种方式开展法
律宣传活动，增进社会共识，营造维护
食用农产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严
惩犯罪

问：法院采取哪些有力举措依法
惩治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取得
哪些成效？

答：全国各级法院高度重视危害
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案件审理工作，
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依法从严惩
处使用禁限用药物、农兽药残留超标
等相关犯罪，修订完善相关司法解释，
为依法惩治相关犯罪提供法律保障，
取得良好效果。

一是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严惩
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全国法院严
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依法从严惩处
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对情节严重、
影响恶劣的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坚
决依法从重判处。同时，注重加大财产
刑适用和执行力度，依法宣告禁止令，剥
夺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三年来，一审
审结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共计 16070
件，其中涉及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的 11个
品种食用农产品的案件共计 1429件，有
效惩处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

二是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完善食品
领域司法解释。2021年 12月 31日，“两
高”修订发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为依法打击此类
犯罪提供规范依据。2021年 11月以来，
最高法还先后修订发布《关于审理食品
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制定发布《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
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三是加强对下指导，不断提升审
判质效。最高法通过发布典型案例、
组织授课培训等多种形式，持续抓好
食品相关司法解释的贯彻落实，有效
提升全国法院审理食品安全领域案件
的审判质效。2023 年 7 月 1 日，法答网
正式上线运行以来，全国各级法院积
极开展对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疑
难复杂问题的咨询答疑，一大批困扰
审判一线的痛点难点问题得到及时解
决。2023 年 9 月，最高法业务庭编辑
出版总第 135、136 辑《刑事审判参考》

（食品安全专辑），为司法办案明确法
律适用标准，统一裁判规则。今年 2月
27 日，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并面
向社会开放，持续发布涉食用农产品
刑事参考案例，有效指导审判实践，进
一步促进法律正确统一适用。

完善行刑衔接，提升打击合力

问：“两高”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
主要有哪些特点？

答：本批典型案例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聚焦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食用农产
品。猪肉、三黄鸡、小黄鱼等都是老百姓餐
桌上的常见食材。人民群众对这类常见
食用农产品安全关注度高，一旦出现安全
问题，波及范围广，社会危害大。选取涉
及此类食用农产品安全问题的案件作为
典型案例，不仅能够有力震慑不法分子，
同时也有利于普及食品安全常识，提升老
百姓的食品安全意识。二是彰显司法机
关对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依法严惩
的坚决态度。司法机关对情节严重、影响
恶劣的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不仅依
法判处重刑，同时依法宣告禁止令，注重
加大财产刑适用和执行力度，剥夺犯罪分
子再犯的能力。三是打击犯罪的同时深
入推动社会综合治理。例如，浙江办理的
李某钦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建议行政
主管部门对市场端开展兽药残留排查行
动，推动相关行政机关将尼卡巴嗪等兽药
纳入禽畜类农产品日常检测范畴，形成保
障食用农产品安全的合力。

问：下一步“两高”在打击危害食
用农产品安全犯罪方面有哪些打算？

答：下一步，“两高”将继续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
充分运用法治力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安全。一是依法严惩危害食用
农产品安全犯罪。继续巩固提升专项治
理行动的成果，始终保持打击违法使用
禁限用药物和常规农兽药残留超标等犯
罪的高压态势。二是进一步健全完善食
用农产品安全领域行刑衔接机制。加强
与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相关部门
的协调配合，完善行刑衔接机制，提升打
击合力，进一步推动完善食用农产品安
全监管和违法犯罪打击体系。三是积极
参与食用农产品安全综合治理。充分发
挥审判和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积极开展
法治宣传，加大以案释法力度，结合办案
工作制发司法建议、检察建议，适时发布
典型案例，推动形成全社会共治氛围。

（本报北京9月25日电）

以高质效履职服务保障食用农产品安全大局
——“两高”相关部门负责人就联合发布依法严惩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