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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检察新风尚

在持续深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道路
上 ，辽 宁 省 沈 阳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检 察
院 依 托 集 中 管 辖 知 识 产 权 案 件 的 优 势 ，逐
光 而 行 、深 耕 细 作 ，创 新 打 造 了 知 识 产 权
司 法 保 护 与 风 险 防 控 模 式 集 成 的 高 新

“知”光检察品牌 ，以检察履职护航企业发
展 ，为 地 方 经 济 建 设 投 射 法 治 光 明 ，照 亮
振兴大道。

高新“知”光检察品牌的诞生，源于该院
2020 年被指定集中管辖沈阳市基层检察机
关涉知识产权案件。该院抓住这一发力点，
将知识产权作为衡量辽宁创新能力、营商环
境的核心之“光”，积极作为、倾心守护，组建
专业化办案团队、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组建
知识产权普法宣传团队，成立专家咨询委员
会，积极开展“一案四查”，加强综合履职，推
出知识产权保护一体化服务平台，设立多元
风险防控一体化服务窗口和检企直通车一站
式服务窗口。同时，该院还不断健全知识产
权综合管理体制机制，不仅与行政监管部门
建立知识产权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机
制，还与社会组织、企业建立了沟通机制，积
极推动社会治理、发现企业管理漏洞、发布风
险提示，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优化营商环
境，办理的案件先后入选最高检发布的“检察
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和国家版权局、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发布的“2022 年度全
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

如今，该院已将“特色”做成“标签”，并努
力打造全国一流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在未来
检察履职之路上，将继续以“三个善于”为引领，
让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办案更契法度、更有
力度、更显温度。在推动振
兴发展之路上，这份对事业
和理想的热忱也正成为一
束耀眼光芒，洒落在每一个
干事创业者的身上。

高新“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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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卢瑛瑾监制 仲艺杰制作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检察院干警为
企业解答知识产权风险防控问题。

民之所望，也是检察所向。我院聚
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深入践行司法
为民宗旨，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更高要求。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院坚
持依法履职护航企业发展，深入开展

“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匠心打造“‘护
航’企业发展工作室”，搭建一站式检察
服务平台，“点对点”为企业提供法律服
务，积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常态化
开展走访调研，对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
的法律问题，量身定制检察服务内容，
解读企业刑事法律风险，增强企业员工
遵法守法意识，扫清企业健康发展障
碍；探索开展钢材企业涉税专项监督，
保障企业合法经营；深化知识产权权利
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实质性参与刑事

诉讼机制，切实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做实人民群众可感受、能体验、得

实惠的检察为民工作。我院持续巩固
“燕赵山海·公益检察”护航美丽河北
建设专项监督成果，依托一体化办案
机制，以点带面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领域开展专项行动，依法向行政监
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整改落
实，努力实现公益诉讼检察从“办理”
到“治理”的转变；依法打击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运用微动漫、短视频、漫画
等形式，开展防范养老诈骗、防范电信
诈骗宣传，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
子”；深入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监
督，依法严厉打击有毒、有害食品及伪

劣商品犯罪，聚焦畜禽屠宰企业，农村
集市、农贸市场等场所，防范化解食品
药品安全风险，以检察之力守护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持续开展“法治
进校园”活动，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法治
观念，积极探索多元司法救助模式，为
困难群众送去温暖与关爱，确保检察
权始终为人民行使、让人民满意。

纪律严明才能事业长青，作风端
正才能行稳致远。我院持续深化检
察队伍建设，推动从严治检走深走
实，扎实开展党纪学
习教育，不断提升检
察干警综合素能，锤
炼过硬作风；加强班

子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选优配强领
导班子，充实完善“丰华润检”系列知
识讲堂，谋划升级青年检察官论坛，
构建“由好向优”的检察人员成长体
系。持之以恒狠抓“三个规定”落实，
督促检察人员主动记录报告有关事
项，推动检察人员守牢底线、公正司
法；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从思想上
固本培元，增强检察干警拒腐防变能
力，努力锻造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
靠得住、能放心的新时代检察铁军。

践行人民至上 做实为民检察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单庆梅

图①：日土岩画。顿珠摄
图②：札达县检察院干警开展文物“擦擦”搜寻工作。阿旺金美摄
图③：普兰县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团队在野外巡查。洛桑群培摄
图④：革吉县检察院干警在巡河途中发现公益诉讼线索废弃经幡。白玛扎西摄
图⑤：日土县全县面貌图。顿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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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无数人心中的神秘之地，
向往之处。

不久前，记者走进“藏西秘境”，
探访了西藏阿里西部的革吉、普兰、
日土、札达县检察院，都是 20 人以下
的基层小院。由于常年驻守高原，这
里的检察干警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略
显苍老，但是，从他们坚定的眼神和
乐观的生活态度中，丝毫感受不到高
原恶劣环境带来的影响。置身苍凉
超凡、多姿多彩的高原气韵中，记者
聆听着雪域高原上的检察故事。

革吉
冒雪驱车 700 多公里，

检察长带队巡河

革吉县，位于西藏自治区西部，
狮泉河的源头。全县总面积 4.57 万
平 方 公 里 ，平 均 海 拔 4700 米 以 上 。
因海拔高、地广人稀，牧区居住分散、
监管难度大、常年气候恶劣等原因，
造成这里多处河道内外堆积着各类
垃圾，给水域资源带来安全隐患。

2023 年 4 月 23 日，革吉县检察院
开展“亚洲水塔”保护专项监督活动，
该院检察长陈杰带领办案人员克服
低温、大风、降雪等恶劣天气带来的
不利影响，历时 5 天、冒雪驱车 700 余
公里，深入革吉县辖四乡一镇（盐湖
乡、文布当桑乡、雄巴乡、亚热乡、革
吉镇）巡河。

通过现场查看、询问相关人员、
了解行政主管部门履职情况等形式
开展初步调查，发现擦咔错湖、罗根
藏布河道、阿毛藏布河道和康荣藏布
河道内散落着动物尸体、生活垃圾、
废弃铁丝网和废弃经幡，对湖水造成
了污染。陈杰同干警一起取证，并于
4月 28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办理。

随后，革吉县检察院依法建议水
利主管部门及属地乡镇严格落实水
资源保护监管责任，加强与相关部门
沟通协调，发挥生态岗位人员作用；
及时清理河道内和水源点的各种垃
圾，并修复狮泉河水源点围栏，确保
堵塞漏洞，消除安全隐患；充分发挥
河湖长制作用，协调联动县、乡、村三
级河长，加大辖区内河湖的巡逻力
度，确保水资源不受污染；加大水资
源保护宣传力度，做到守土有责、守
土负责、守土尽责，积极发动和引导
广大群众投身到水资源保护工作中
来，形成工作合力，杜绝人为破坏河
湖资源。

“ 环 境 就 是 民 生 ，青 山 就 是 美
丽，蓝天也是幸福。收到检察建议
后，我们督促各责任单位依法全面
履 行 河 道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监 管 职
责，修复被污染的水体。”该县水利
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说，经过与各
乡 镇 政 府 沟 通 衔 接 ，提 出“ 不 留 死
角、不留盲区、不出现反弹”的整改
要求，开展“白色污染”专项整治行
动，共清理河道内外各类垃圾 8 吨，
并建立“一河（湖）一策”工作制度，
形成“政府主导、整体联动、群防群
治”的水资源保护新格局。

同年 7 月 28 日，在革吉县检察院
跟进监督下，该县水利主管部门与属
地政府联合建立水资源保护长效机
制，并常态化开展巡逻管控以及普法
教育等工作，属地乡镇政府对所辖区
的江河湖泊河道内外存在的问题已
全面整改到位。

普兰
运用“益心为公”检察

云平台守护“神山圣水”

普 兰 县 ，位 于 西 藏 自 治 区 西 南
部，平均海拔 3900 米。这里因神山
冈仁波齐和圣湖玛旁雍错坐落于境
内而闻名，每年来自印度、尼泊尔、不
丹以及我国各省藏区的朝圣队伍络
绎不绝。

2021 年 5 月，普兰县检察院“益
心为公”检察云平台接到群众反映，
冈仁波齐附近的旅馆排放污水污染
环境。普兰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彪
介绍说，接到线索，该院干警便驱车
130 多公里到现场调查取证。经查，
冈仁波齐附近的一些旅馆在为游客
提供住宿和饮食服务的同时，在环境
治理方面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如被
举报旅馆的厕所是旱厕，位置离拉曲
河只有 10 米左右。当地群众反映，
雨雪天气时，旱厕中的污物会被冲到
拉曲河中。

调查取证后，普兰县检察院及时
向阿里检察分院汇报案件进展情况，
同时书面向县委汇报，并与阿里生态

环境局普兰分局、普兰县文化和旅游
局进行沟通，发出检察建议。

李彪介绍说，为进一步拓宽线索
收集渠道，提升公益诉讼办案质效，
该院面向社会招募了 21 名“益心为
公”志愿者，并制定《普兰县人民检察
院公益诉讼线索举报奖励机制》，群
众举报公益诉讼线索的积极性明显
提高。

2021 年以来，普兰县检察院将创
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作为履行公益
诉讼检察职能的切入点，深入开展以

“一山两湖”（指冈仁波齐、玛旁雍错
和拉昂错）为代表的生态环境保护监
督和“亚洲水塔”保护专项监督活动，
组织干警前往冈仁波齐、玛旁雍错、
拉昂错、普曲温泉和各寺庙开展线索
排查，发现问题线索 13 条，并及时分
析研判，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整改。

在开展“亚洲水塔”保护专项监
督活动过程中，普兰县检察院公益诉
讼办案组围绕玛旁雍错、拉昂错、孔
雀河、扎曲藏布河湖水源污染等生态
环境问题，依法开展法律监督 7 次，
发现问题线索 9 条，立案 4 件，制发检
察建议书 2 份，均被相关行政部门采
纳且完成整改。

“玛旁雍错观景台乱挂经幡、哈
达，部分哈达掉入湖中对湖水造成污
染，我院向相关行政单位口头建议，
及时清理老旧经幡 16 吨；建材市场
东部孔雀河沿线垃圾随地倾倒、乱堆
乱放，极易对河流造成污染，我院向
相关行政单位制发检察建议 1 份，已
经完成整改；曲普温泉污水流入孔雀
河，造成河流水源污染问题，我院向
相关行政单位制发检察建议 1 份，也
完成了整改。”李彪如数家珍地向记
者介绍着该院近年来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取得的成效，人居环境进一步改
善，河流湖泊得到有效保护，切实筑
牢了生态保护法治屏障。

日土
检察建议促动 23 万元

岩画修缮资金落实

日土县，位于西藏自治区西部，
全县平均海拔 4500 米左右。作为中
国岩画的发源地之一，日土岩画有

“中国岩画之乡”的美誉，具有重要的
历史和文化价值。

2023 年 4 月，日土县检察院干警
在牧区开展普法宣传时，当地牧民反

映，辖区内多处岩画文物因保护措施
缺失而受到不同程度毁损。日土县检
察院立即成立办案组，根据牧民提供
的线索开展调查。办案组成员、检察
官张妮娜介绍说，办案组历时 6天、行
程 900余公里，深入辖区 4个乡镇、9个
行政村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发现因管
理保护缺失，日土岩画现状堪忧。

“过巴岩画自 1996年被确定为自
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后，直到2022年，
在长达 26年间，相关部门未采取保护
措施、未设立文物标志，在经年累月风
沙侵蚀、牧民生产生活及人为破坏等
因素影响下，日土县多处岩画受到不
同程度的损坏。”日土县检察院检察长
罗平介绍说，“果热琼玛岩画因道路施
工，整块岩画被切割，用于铺路或随意
丢弃在公路两侧；在一古寺庙遗址内，
发现少量‘擦擦’（一种源自古印度中
北部的模制泥佛或泥塔）和三座佛塔，
表面造型清晰、色彩鲜艳，具有较高历
史价值，但至今未录入不可移动文物
登记表，也未认定为文物。”

“统筹调查取证情况后，我们依
法向县文物管理部门等 5 家负有监
管职责的行政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
建议严格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对
已经认定的文物保护单位完善基本
要素、落实保护措施，对未认定的文
物加强考察和研究，积极主动开展文
物认定工作。”罗平说，该县文物主管
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制定
专门整改方案，及时向县委、县政府
进行汇报，县委、县政府拨付资金 23
万元，用于果热琼玛岩画点、过巴岩
画等文物的保护修缮。

不久前，日土县检察院跟进监督
整改，确认 23 万元修缮资金已到位，
文物修缮工作已经启动；西藏自治区
文物普查队开展的文物普查工作已
临近尾声，文物筛查、定级、公示等工
作正有序开展；县文物主管部门与属
地政府联合建立了文物保护长效机
制，并常态化开展巡逻管控以及普法
教育等工作。

札达
以个案监督推动 189

处不可移动文物长效保护

札达县，西藏历史文明最古老、
最原始的地方。总面积 2.46 万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仅生活着 8000 多人，
相较于为数不多的人口，这里的艺术
瑰宝多得令人叹为观止：古格王国遗
址、拉康众终佛寺遗址、巴如塔群遗
址等，都坐落在这里。

其中，拉康众终佛寺遗址、巴如
塔群遗址于 2011 年 9 月被国家文物
局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系古文化遗
址，对于研究古象雄、古格文化具有
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2021 年 4 月 14 日，札达县检察院
刑事检察部在办理洛某、阿某盗掘古
文化遗址一案中，发现被盗的拉康众
终佛寺遗址和巴如塔群遗址周围有
大量“擦擦”裸露在外，没有保护措
施。这一情况引起札达县检察院党
组高度重视，该院及时组织干警联合
侦查机关、文物部门，实地勘验调查，
发现裸露在外的“擦擦”与被盗的“擦
擦”形状、图案、大小均高度相似，同
时裸露在外的“擦擦”没有任何保护
措施，随手一捡都是“擦擦”，极易自
然风化和被盗。

办案组通过现场勘验、固定证据
等方式，确定札达县文化和旅游（文
物）局负有保护全县文物的职责，且
存在文物保护措施不力、怠于履行职
责情况，致使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根
据行政诉讼法，于 2022 年 6 月 1 日决
定立案调查。

同年 7 月 2 日，该院就札达县文
化和旅游（文物）局对裸露在外的文
物“擦擦”保护不力一案召开行政公
益诉讼公开听证会，并向该局公开送
达检察建议。

札达县文化和旅游（文物）局高度
重视，立即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组织人
员推进整改工作；组织乡镇文化站工
作人员、文保人员对拉康众终佛寺遗
址、巴如塔群遗址裸露在外的“擦擦”
进行抢救性清理、修补工作。对两处
遗址破坏较严重、塔基塔身开裂、开洞
的四座佛塔进行抢救性、保护性填补、
封口修复；在有针对性地对101处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进行宣传的同时，研究制定《札达县
文物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与 252名
文物保护人员签订文保人员协议书，
进一步明确了文物看管人员责任、要
求、协议期限等详细内容。

同 年 8 月 ，札 达 县 文 化 和 旅 游
（文物）局将整改情况书面回复至札
达县检察院。收到回复后，办案检察
官金美佑、次央等对整改情况进行

“回头看”，看到裸露在外的“擦擦”已
全部进行抢救性填埋和清理，并对个
别遗址塔基塔身开裂、开洞情况进行
抢救性封堵和填补工作，遗址周边建
设开挖现象得到有效制止，检察建议
得到良好落实。

雪域高原上的坚守
□本报记者 谢文英 张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