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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949 年 11 月最高人民检察署向中央人民政府呈送的《中央人民政府
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草案》（下称《试行组织条例草案》），收藏于中央
档案馆。

《试行组织条例草案》共 16条，规定了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领导体制，最高
人民检察署的人员配置、内设机构及与有关部门的关系等。

在职权上，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直接行使并领导下级人民检察署行使下列
职权：（1）检察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及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人民政协
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针与法律、法令。（2）对各级司法机关之违法判决提
起抗议。（3）对刑事案件实行侦查，提起公诉。（4）检察全国司法与公安机关犯人改
造所及监所之违法措施。（5）对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
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6）处理人民不服下级检察署不起诉处分
之声请复议案件。

在上下级领导体制上，实行垂直领导。在内部领导体制上，实行检察委员
会议与检察长负责制相结合的制度。检察委员会议以检察长为主席，如检察委
员会议意见不一致时，取决于检察长。

在人员配置和内设机构上，设检察长 1 人，副检察长 2 人，委员 11 人至 15
人，秘书长 1 人；设 3 个业务处及办
公厅、人事处和研究室。

《试行组织条例草案》 经毛泽东
主席审阅批准后发布，这是新中国
关于检察制度的第一个单行 法 规 。

（文字：闵钐 朱廷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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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红色江山是
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鲜血
和生命换来的。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决
不允许江山变色，人民也绝
不答应。吃水不忘挖井人。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经
过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奋斗，
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人民过上了全面
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继续
向前走，努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以告慰革命先辈
和先烈。

——2022年8月16日至
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
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
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
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

——2024 年 4 月 16 日
出版的 《求是》 杂志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

《加 强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传 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英雄烈士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英烈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宝贵精神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坚持依法履

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主动担当作为，保护英烈纪念设施，维护英烈名誉荣誉，完善工作举措机制，推动凝聚尊崇英烈、保护英烈的良好社会风尚，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捍卫英烈荣光

扛起传承红色基因的检察责任

本报讯（记者卢金增 通讯员王
健） “孩子们，革命先烈为抵御外侮
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要铭记这段历
史，珍惜宝贵的精神财富。”近日，山
东省济南市济阳区检察院检察官来
到仁风镇北陈村“陈罗战斗”遗址回
访时，退役老军人兰东旺正在为前来
瞻仰遗址的学生讲述在那场战斗中
牺牲的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

1940年2月，老红军战士匡根山领
导、指挥了“陈罗战斗”。战斗中，八路军
战士英勇杀敌，击毙了40余名日军。26
名战士壮烈牺牲，遗骸埋葬于北陈村。

2024年春天，“益心为公”志愿者、
北陈村党支部书记郭兴林向济阳区检
察院反映称，发生在该村的“陈罗战
斗”意义重大，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大对
这一红色革命资源的保护和挖掘力
度，更好发挥革命遗址、遗迹的宣传教

育功能。接到线索后，该院高度重视，
立刻联系党史专家、民间志愿者等相
关人员前往现场走访调查，并认真查
阅党史资料、英雄烈士保护法，多次与
党史、退役军人等相关行政部门及属
地政府进行座谈交流，认定红色文化
遗存事宜，研究传承保护举措。

今年 3月，济阳区检察院进行行政
公益诉讼立案。随后，该院组织召开公
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益心为公”
志愿者及相关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参加。
听证会上，检察官介绍了“陈罗战斗”遗
址的基本情况，并结合红色文化遗存保
护政策，阐述了保护该战斗遗址的重要
意义，提出了加强保护的建议。听证员
经评议，一致认为“陈罗战斗”遗址是革
命先烈为后代留下的宝贵财富，应充分
发挥检察职能推动文旅、退役军人等部
门协作配合，形成文物保护合力。

随后，济阳区检察院就战斗遗址
事迹材料收集完善、红色文化遗存认
定、英烈精神宣传等方面工作，分别
向相关单位制发检察建议。相关单位
表示，将进一步分析研究听证会意见
和检察建议相关内容，形成有针对性
的保护方案，切实保护好、利用好红色
文化资源。

5 月，在该院的组织协调下，济阳
区委党史研究中心、文旅局、退役军人
事务局等部门联合召开红色文化遗存
认定座谈会，依法出台文件，将“陈罗
战斗”遗址认定为红色文化遗存。

如今，当地乡镇政府积极组织英
烈祭奠活动，并着力将“陈罗战斗”遗
址打造成集红色革命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廉政与法治教育等功能于一体
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不断推动形成
崇尚、学习、保护英雄烈士的氛围。

战斗遗址有了“新身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崇尚英
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
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英烈保护高度
重视，相关领域法律制度逐步完善。

2018 年 4 月 27 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
保护法》，该法于 2018 年 5 月 1 日
起施行。

英 雄 烈 士 保 护 法 赋 予 检 察
机 关 提 起 英 雄 烈 士 保 护 领 域 公
益 诉 讼 的 重 要 职 能 。 该 法 第 二
十五条规定，对侵害英雄烈士的
姓名 、肖像 、名誉 、荣誉的行为，
英 雄 烈 士 的 近 亲 属 可 以 依 法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 英 雄 烈 士
没 有 近 亲 属 或 者 近 亲 属 不 提 起
诉讼的，检察机关依法对侵害英
雄 烈 士 的 姓 名 、肖 像 、名 誉 、荣
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 负 责 英 雄
烈 士 保 护 工 作 的 部 门 和 其 他 有
关 部 门 在 履 行 职 责 过 程 中 发 现
第一款规定的行为，需要检察机
关提起诉讼的，应当向检察机关
报告。

链接·英雄烈士保护法▼

本报讯（通讯员王 明 青 冯 晨
霞）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他们不
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
传承！”近日，江西省贵溪市检察院在
杨树排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活动，并再
次对督促保护杨树排烈士陵园行政
公益诉讼案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1955 年，原铁道工程兵某师的排
长杨树率部修建隧道时突遇塌方，全
排战士壮烈牺牲，被安葬在附近的高
山上。为纪念牺牲的战士，政府将这
条隧道命名为“杨树排隧道”，并在耳
口乡圳上村杨树排全体战士的安葬
地修建了烈士陵园。

然而，60 多年过去了，杨树排烈
士陵园因疏于维护管理，被竹林、杂
草遮蔽，烈士的墓碑难以被找到。这
种情形有损英烈的荣誉和尊严，也损

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021 年 3 月，贵溪市检察院对该

市红色军事文化史迹保护情况进行
摸排时，发现该线索并立案调查。为
了探寻红色历史足迹，检察官多次前
往圳上村杨树排烈士陵园实地走访。

“当时，我们沿着一条能勉强通
行的小路行走，最终在密集的树林中
找到了一座座凸起于地面的墓丘。这
里不像是一座烈士陵园，就是一个荒
芜的小山坡。”回忆起第一次实地走
访杨树排烈士陵园时看到的情景，检
察官仍感到心酸。

为了进一步确认实地走访的荒
废陵园是否为杨树排烈士陵园，检察
官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询问附近村庄
的老人，充分了解杨树排烈士陵园的
建设情况。

2021 年 5 月，该院组织召开守护
红色军事文化史迹公开听证会。经评
议，听证员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提出的
保护杨树排烈士陵园的建议。

听证会结束后，该院向有关行政
机关制发了检察建议。行政机关收到
检察建议后，主动向贵溪市委市政府
争取革命老区建设专项资金，专门用
于修缮杨树排烈士陵园。

2023年1月，在鹰厦铁路通车65周
年之际，新的杨树排烈士陵园正式建成。

300 多级瞻仰台阶松柏掩映，挺
拔的杨树排烈士纪念碑庄严肃穆，烈
士纪念馆里收藏了一幅幅珍贵的图
片、一件件斑驳的实物……如今，杨
树排烈士陵园成为了贵溪市红色教
育“打卡地”，累计接待前来参观、瞻
仰的群众万余人次。

杨树排烈士陵园展新颜

鸭绿江浮桥遗址位于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是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
愿军赴朝参战的主要通道之一。在第 11 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振安区检察
院检察官来到鸭绿江浮桥遗址，为抗美援朝主题纪念雕塑系上“红飘带”，并
向周边群众宣传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增强公众崇尚英烈、保护英烈
的意识。 本报通讯员于博 张振 郭宏伟摄

▼光影记录·致敬先烈

（图片提供：中央档案馆）

为 庆 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5 周 年 ，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新 媒 体 携 手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人民检察博
物馆，推出重磅
策 划《“ 国 家 文
化客厅”里的检
察记忆》。

该 作 品 精
选 4 件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检察文物，展现党的检察事业红色历史，创新运用

“裸眼 3D”技术，让检察文物“活”起来，打破空间限制、开展“博物馆云
游”，读者可以近距离观察到文物细节、全方位实景触碰检察记忆。同时，国
博专家与基层检察官穿插配合，深入讲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和历史意义，使读
者对检察历史的了解更加深入全面。

（曹烨琼 张苏茜 李先硕）

3D带你实景触碰检察记忆

本报讯（记者管莹 通讯员林嘉
欣 汪舟铃） “烈士故居整改前，这
些破损处经常漏雨，现在下再大的雨
都不怕了。”9 月 26 日，江苏省丹阳市
检察院检察官来到许杏虎故居及许杏
虎、朱颖烈士纪念馆开展“回头看”，发
现两地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许杏虎、朱颖烈士是杰出的战地
记者，1999 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
期间，二人坚守在战地一线，为祖国发
回大量新闻报道。同年 5 月 8 日凌晨，
二人在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
共和国大使馆中不幸遇难，以身殉职。

2022 年 5 月上旬，丹阳市检察院
在摸排英烈保护公益诉讼线索时发
现，位于该市司徒镇杏虎村的许杏虎、
朱颖烈士纪念馆存在馆前广场台阶及
地面破损，纪念碑碑身斑驳，烈士墓未
标注显著烈士标识，纪念馆展厅设施

陈旧、陈列和布展方式单一等问题。位
于纪念馆附近的许杏虎故居存在破
损，导致局部漏雨，亟须修缮。

丹阳市检察院迅速展开调查，查明
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馆建造于 1999
年，建成后主管部门虽定期维护，但因
完工时间较为久远，产生了老化破损、
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等问题。据此，该
院于2022年5月下旬召开公开听证会，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村民代表等参与，就英烈纪
念设施保护达成共识。随后，该院向属
地政府及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文旅部门
发出检察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属地政府迅速
成立工作专班，多次组织专家、群众代
表研究修缮改造方案，并邀请知名大
学设计团队对烈士纪念馆进行设计。
2022 年 6 月，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向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申请英烈保护专项
资金，全部用于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
馆改造。

经过近一年的规划整改，许杏虎、
朱颖烈士纪念馆的前广场贴上了崭新
的地砖，安装了路灯；周边绿植有专人
定期修剪，确保美观；纪念碑及墓碑使
用大理石重新修葺，纪念碑上重新书
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庄
重有力；纪念馆内设置了 5个板块介绍
烈士生平事迹等内容，同时增设 3个展
示柜陈列烈士生前生活用品，两位烈
士的英雄事迹得以生动展现。许杏虎
故居也得到妥善修缮。

“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馆是镇江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下一步，我们会
把纪念馆和周边的烈士陵园等设施打
造为‘红色基地’，传承和发扬红色文
化。”司徒镇副镇长赵伯康告诉记者。

续写战地记者的英雄故事
◆2021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退役军人事务部部署开展

全国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

◆2024 年 2 月，最高检调研组在山东调研，应勇检察长指出，
依法保护英雄烈士合法权益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责任，要全面贯
彻英雄烈士保护法，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以法治力量凝
聚全社会保护英烈、崇尚英烈的浓厚氛围。

◆2024 年 2 月至 12 月，最高检部署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
动，明确了 11 项行动重点，其中包括坚决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
属、英雄烈士权益，重点解决军属证办理、军人军属待遇保障及
抚恤优待、英烈荣誉权和名誉权保护、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因案
致困等突出问题。

◆2024 年 3 月，最高检工作报告强调，坚决守护“国防绿”“英
烈红”，依法惩治危害国防利益、侵犯军人军属和英雄烈士合法
权益犯罪。

◆2024 年 4 月，最高检下发《2024 年检察公益诉讼军地协同
办案工作方案》，为军地检察机关在办理英烈保护等涉军公益诉
讼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提供了工作遵循。

▼贯彻英雄烈士保护法·检察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