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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座城市，我们往
往 从“ 城 市 标 签 ”开 始 。 四

川省成都市的“城市标签”兼具“新”
与“老”交织融合的特点。这座常住
人口 2140 万的超大城市，拥有人们所
熟知的“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
幸福之都、奋进中的创新之城”等“新
标签”，也因 2300 年城名未改、城址未
迁，坐拥千里沃野“水旱从人，不知饥
馑”，拥有“天府之国”的“老标签”。

近日，记者在成都市检察院采访
了解到，为进一步擦亮“城市标签”，
该 院 在 落 实 四 川 省 检 察 院“ 一 地 一
品”工作部署及区域协同发展试点工
作中，围绕服务保障超大城市治理，
积极推动公益诉讼检察品牌提档升
级，形成“益路蓉行+”的品牌建设工
作格局和“市院牵头+N 个基层院分
别牵头并重点参与”的工作模式。

“我们积极打造 5 个‘益路蓉行’
子品牌，精准服务超大城市治理。即

以‘益路蓉行·山水画卷’品牌，助推
厚植公园城市生态本底；以‘益路蓉
行·向新提质’品牌，服务发展新质生
产力，助推城市创新发展；以‘益路蓉
行·城市美誉’品牌，助推城市建设更
新，营造城市开放包容氛围，呵护市
民 幸 福 安 宁 ；以‘ 益 路 蓉 行·天 府 粮
仓’和‘益路蓉行·文脉赓续’品牌，服
务守护万亩良田和千年蜀韵。”成都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朱雪梅介绍。

2024 年以来，成都市检察机关在
“益路蓉行+”品牌建设引领下，高质
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936 件，推动破
解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新业态规范发
展、群众身边的安全保障等一系列城
市治理难题。

“接下来，成都市两级检察院将继
续突出区域特色，以差异化、组团式发
展，高质效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助
力守护公园城市的幸福生活，服务建
设奋进的创新之城。”朱雪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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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全国唯一能看到雪山的
超 大 城 市 。这 里 ，龙 门 山 、龙 泉 山 绵
延，岷江、沱江流淌，让壮丽雪山和城
市 万 象 同 框 ，大 美 山 水 与 现 代 文 明
共生。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指现存个体
数少于种群最小可存活个体数的野生
植物。因种群数量少、栖息地有限、遗
传多样性低、种群结构衰退、人类干扰
严重且分布地域狭窄，极小种群野生
植物天然更新差、灭绝风险率高，属极
度濒危植物物种。作为“生物多样性魅
力城市”，成都境内龙泉山、龙门山区
域分布有单瓣月季花、雅安琼楠、伞花
木等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为推动强化龙泉山、龙门山区域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金堂县、都
江堰市、彭州市、大邑县等地检察院
吸纳“益心为公”志愿者参与，积极开
展检察公益诉讼办案工作，推动相关
部门开展物种数量、分布区域调查，
在单瓣月季花、雅安琼楠等的分布区
域设立 9 个保护区、保护点，按照不同
种群特点，采取安装护栏、设立标识
牌和保护警示标牌、收集种源、开展
定期巡护监测等保护措施，对受损树
木实施复壮保护，修砌排水设施优化
植物生存环境，实现保护常态化。

“东流不尽秦时水，润泽天府两
千年。都江堰是一座因水而兴、因堰
而起的城市。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
堰水利工程，在千年岁月中保证了成
都平原的富庶。推动护水治水，是检
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责
任担当。”据都江堰市检察院公益诉
讼检察部负责人张传利介绍，该院积
极落实被最高检誉为“四川经验”的

“检察+灌区管理”工作机制，主动对
接驻该市的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
中心，与该中心下设灌区管理机构建

立协作机制，充分发挥“益路蓉行·山
水画卷”公益诉讼检察品牌建设牵头
院的作用和沟通优势，协调成都市新
都区、温江区、新津区、郫都区、彭州
市、崇州市等地检察院与相关灌区管
理 机 构 强 化 协 作 。依 托 相 关 工 作 机
制，成都市检察院和新津区检察院参
与办理四川省检察院统筹办理的保
护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通济堰水环境
行政公益诉讼案，推动解决通济堰水
体、沿岸水环境和沿线养殖及农业面
源污染等问题。2024 年 8 月，该案入选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水利部联合发布
的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同
服务保障国家水安全典型案例。

除了“检察+灌区管理”协作，成
都市检察机关还探索跨区域“河长+
检察长”协作，牵头成都、德阳、眉山、
资阳四地检察院与河长办建立“成都
都市圈河长+检察长”机制，共建成都
都市圈流域水生态公益保护示范基
地。目前，检察机关已通过办案推动
重建或改造 220 余处污水处理设施及
290 余公里管网。四川省多地检察机
关运用成都市检察院研发的违法抽
取地下水治理法律监督模型，办理检
察公益诉讼案件 146 件，责令 159 家企
业停止违法行为。

“大美山水需要多方共同守护。
都江堰市和金堂县分处龙门山、龙泉
山脉区域，岷江、沱江分别流经，两地
检察院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
公益诉讼办案和推动协同共治方面
取得一定成效。为此，我们将两地检
察院确定为‘益路蓉行·山水画卷’品
牌建设牵头院，将持续发挥两地地理
和生态优势，带动全市检察机关在强
化流域协作中加大办案力度，共同守
护公园城市的生态屏障。”成都市检
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蔡洁说。

“益路蓉行·山水画卷”

共筑城市生态屏障

“蜀山春来早，人勤地不懒。有粮
心不慌，粮稳天下安。”清脆悦耳的童
声从视频中传出。近日，由四川省崇州
市检察院原创的检察护航“天府粮仓”
建设主题 MV《河山》在多平台“破圈”
传播，成为以“检察之声”助力“天府粮
仓”建设的生动体现。

岷江水润，沃野田畴。崇州市地处
“天府粮仓”和都江堰精华灌区的核心
区域，素有“西蜀粮仓”美誉。如何充分
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把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落实到田间地头，让粮田变
良田，是崇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春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你看嘛，马上就要春耕了，沟渠
全被堵住了，根本用不了！”2024 年初，
崇州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检察
官巡田时听到村民的抱怨，调查发现
某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灌溉沟渠存
在淤堵，沟渠中的垃圾、落石、草木、淤
泥直接影响农田灌溉排水。崇州市检
察院通过实地巡田勘查、调取移交管
护合同、询问村民和村委会工作人员
等方式进一步调查核实，针对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建后管护缺失问题向某
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

“我们与相关合作社、家庭农场签
订了高标准农田管护责任书，督促指
导他们对相关区域周边沟渠进行清
理，做好维护，保证沟渠畅通。”某镇政
府收到检察建议后及时建立监管台

账，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护工作，全力做
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配套设施的管
理、维修和养护。如今，走进崇州田间，
平坦宽阔的道路、笔直通畅的沟渠、生
机勃勃的水稻，既是对检察建议的“最
美”回复，也是一幅良田美景激活乡村
振兴的最美田园画卷。

2023 年 6 月，成都、德阳、绵阳、乐
山、雅安、眉山 6 市检察院在崇州市成
立了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核心区检察
联盟，形成成都平原耕地资源检察保
护合力。2024 年 9 月，崇州市检察院以
检察联盟为基础，与邛崃市检察院、雅
安市名山区检察院签署护航“天府粮
仓”核心区建设协作协议，与崇州市田
长制办公室建立“田长+检察长”协作
机制。2022 年 6 月以来，崇州市检察院
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办理公益诉讼案
件 12 件，重点督促整治耕地“非农化”

“非粮化”问题，守牢耕地红线。
“田地丰则仓廪实，仓廪实则天下

安。”据了解，近年来，成都市检察机关
立足成都地理、生态、战略、功能区位，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司法办案、法律监
督、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优势，持续
助力耕地资源保护，依法办理外来物种
福寿螺治理、农膜“白色污染”防治等公
益诉讼案件，推动在 1500 余亩农田开
展福寿螺清除工作，督促修复保护耕地
950 余亩，为端稳粮食“铁饭碗”、守护
群众“粮袋子”展现了检察担当。

“益路蓉行·天府粮仓”

守牢耕地红线

“我们社区中心建有食堂、理疗
室、健身室等，能为 2.4 万名群众提供
全方位的生活便利。”近日，在成都市
龙泉驿区龙泉街道崇德社区，社区党
支部书记曾明秀向成都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介绍社区中心建设情况，尤
其是龙泉驿区检察院履行公益诉讼
检察职能，推动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相关情况。“检
察院请来专家‘问诊’，帮助我们完善
无障碍坡道、扶手等设施，社区老年
人对此反响很好。”曾明秀说。

据 了 解 ， 成 都 市 目 前 已 建 有
1200 余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为缓
解养老压力、疏导养老需求发挥了
基础性、支撑性和普惠性作用。龙
泉驿区“一半山水一半城”，在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中形成 1200 余处安置
小区，并配套建设了社区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2024 年 6 月 18 日，龙泉
驿区检察院聚焦养老服务设施无障
碍环境规范化建设，向相关部门制
发检察建议，推动解决 4 个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无障碍轮椅通道缺失
或不规范、未安装呼叫器等 24 项问
题，提升社区日托养老生活的便利
性 和 安 全 性 。 相 关 部 门 发 布 通 知 ，
要求全区 72 家为老服务中心全面自
查 ， 建 立 问 题 整 改 台 账 并 完 成 整
改，确保无障碍环境建设符合国家
标准，并通过开展等级评定工作强
化运营指导。

2024 年初，龙泉驿区检察院在履
职中发现，通过网络销售流入该区的

一 批 次 燃 气 灶 具 存 在 热 负
荷偏差、干烟 CO 浓度及燃
气导管、熄火保护装置等项

目不合格问题，易发生燃气泄漏导致
人员中毒窒息和燃爆风险。2024 年 2
月 18 日，该院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
有关部门开展清查整治使用和销售
不合格燃气灶具问题。随后，成都市
检察院查明该批次灶具流入成都的
总体情况，推动多部门合力整改相关
问题 3000 余项，全面消除隐患，牢牢
守住燃气安全底线。成都市检察院、
龙泉驿区检察院所办案件入选四川
省检察机关典型案例，并被最高检评
定为有代表性高质效案件。

在“益路蓉行·城市美誉”品牌建
设引领下，成都市检察机关不断拓展
检察公益诉讼呵护群众安宁生活的
领域范围。高新区、金牛区、锦江区、
武侯区、双流区、简阳市等地检察院
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解决老旧小
区加装电梯未落实使用单位主体责
任、管理维护不到位等问题 100 余项；
成都市检察院进一步推动系统治理，
通过两级检察院一体履职助力加装电
梯 民 生 工 程 ，提 升 老 旧 小 区 宜 居 水
平。都江堰市检察院探索“检察+工
会”机制，推动该市 68 家一、二类汽修
企业投入资金 300万元，用于职工职业
健康体检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更
新配备符合要求的劳保防护用品 3 万
余件。该案入选全国总工会、最高法、
最高检联合发布的“劳动法律监督‘一
函两书’典型案例”。

目前，成都市检察机关正聚焦涉
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保护
和劳动者权益保障，个人信息保护及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电梯、燃气、用电等
安全隐患问题，持续加大检察公益诉
讼办案力度，全力保障群众安宁生活。

“益路蓉行·城市美誉”

保障群众安宁生活

2024 年 11 月 8 日，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文物保护
法，正式将文物保护纳入检察公益诉
讼法定领域。2024 年以来，成都市检
察机关重点围绕古蜀道及其沿线文物
保护，积极开展检察公益诉讼探索。

茶马古道西出成都首站的地理
位置，造就了四川省邛崃市“天府南
来第一州”的美誉，留下了诗酒禅茶
的 汉 风 雅 韵 和 古 道 邛 窑 的 历 史 厚
重。为服务保障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赓续天府文脉，助推古道向“新”
而生，邛崃市检察院开展茶马古道保
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

2024 年 12 月 ，邛 崃 市 检 察 院 发
现茶马古道一段遭到破坏，根据该院
与邛崃市文旅局会签的《关于在文物
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建立检察公
益诉讼协作配合机制的工作意见》，
通知文旅部门和属地政府，并邀请文
物专家指导完成文物抢救修缮。目
前 ，该 院 陆 续 摸 排 茶 马 古 道 沿 线 古
桥、古寺、古塔、石窟造像等 20 余处文
物保护现状，针对梳理出的文物价值
未充分发掘、保护不到位、不当修缮、
人为破坏等问题，办理行政公益诉讼
案件 5 件，并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相关
部门检查文物点位 358 次，发现并整
改文物主体受损、消防安全隐患等问
题 30余处。

“古树是‘会呼吸的文物’。茶马
古道大多处在深山密林中，为此，我
们不仅将古道及其沿线文物纳入公
益诉讼办案范围，还着力推动强化沿
线古树保护，让千年古道长青。”邛崃
市检察院检察长赵霞介绍，该院通过

制发检察建议、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推动解决古道沿线 898 株古树铭牌悬
挂方式不规范、景区不当利用古树打
造景观、私人所有古树未明确保护责
任等问题。办案中，该院积极协调督
促相关部门为全市古树购买商业保
险，确保古树受损后得到有效修复，
让古树“老有所依”。

分别位于成都市青羊区和四川
省广汉市的金沙、三星堆两处遗址，
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
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有力的考
古实证。近年来，金沙遗址、三星堆
遗址在考古发掘、研究阐释、保护利
用 等 方 面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突 破 性 成
果。2024 年 3 月，四川省文物局决定
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青铜时代的
古蜀文明”为名，启动两处遗址联合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在此背景
下 ，青 羊 区 检 察 院 着 力 打 造 以 当 地

“宽窄巷子”地标命名的“宽窄检察
官”办案团队，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
促相关部门强化成都古城墙等文物
保护，推动规范民间文物交易，在成
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设立检察保护工
作站，与广汉市检察院及金沙遗址和
三星堆博物馆建立协作机制，广泛凝
聚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共识和合力，
为联合申遗提供法治保障。

2025 年 3 月 1 日，新修订的文物
保护法将正式施行。“这必然成为文
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新的起点，也会
成为我们深耕‘益路蓉行·文脉赓续’
品牌，以公益诉讼检察之力助推幽幽
古道保护的新起点。”青羊区检察院
检察长任开志说。

“益路蓉行·文脉赓续”

凝聚文物保护合力

▲

2024 年 12 月，蒲江县检察院检察官向高标准农
田建设工作人员了解农田建设维护情况。

图①：2024 年 11 月，邛崃市检察院检察官现
场勘查茶马古道骑龙山段保护情况。

图②：2024年11月，成都市青白江区检察院检
察官与“益心为公”志愿者、成都市无障碍环境促进
会工作人员跟进调查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

图③：2024 年 11 月，成都市成华区
检察院联合“益心为公”志愿者及相关
专家调查外来物种入侵问题。

图④：2024 年 5 月，四川天府新区检
察院检察官联合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对

“共享厨房”食品安全隐患整治情况进
行“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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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5 日，四川省检察机
关发布一批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四川天府新区检察院办理的督促整
治“共享厨房”食品安全隐患行政公
益诉讼案入选。该案是成都市检察
机关长期以来围绕向新提质，找准公
益诉讼办案与新业态发展契合点，助
力新业态发展的缩影。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创立之初，成
都市检察机关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
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推动相关部门
在全市清查下架不符合要求的外卖
商户，此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的公益诉讼典
型案例。2022
年 ，成 都 市 检
察机关开展电
动自行车锂电
池智能换电柜
安全生产专项
监督，通过“公
益诉讼检察建
议 +社 会 治 理

检察建议+立法建议”工作模式，推动
全 面 消 除 智 能 换 电 柜 消 防 安 全 隐
患。成都市检察院与成都市应急管
理局针对相关问题防治提出的立法
建议，2024 年 6 月实施的《成都市非
机动车管理条例》予以采纳，此案入
选最高检发布的安全生产领域检察
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24 年，四川天府新区检察院办
理的推动整治盲盒食品经营中未规
范标注食品成分、保质期及违规销售
临期产品等问题公益诉讼案，入选最
高检发布的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
专项监督活动典型案例。

2024 年以来，四川天府新区检察

院立足新区作为成都未来城市新中
心的区位优势，注重发挥“益路蓉行·
向新提质”牵头院作用，持续深化以
公益诉讼助力新业态发展工作。

近年来，在网络餐饮业快速发展
中，出现了“共享厨房”经营业态。餐
饮企业提供集中化、标准化、数字化
的软硬件配套设施和场地资源，供多
个入驻商户共享资源从事网络餐饮
经营。这种模式不仅便于集中管理，
保障食品安全，还有效降低了小微创
业者的创业成本。四川天府新区检
察院在履职中发现，“共享厨房”实施
的“管理公司大许可”模式容易导致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明确，造成部分
商户食品安全管理混乱，还有部分商
户在撤离后仍然使用原“共享厨房”
的食品经营证照从事经营。对此，四
川天府新区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推
动相关部门以行政指导等监管措施
督促消除“共享厨房”食品安全隐患，
将“管理公司大许可”转化为“合作商
户小备案”，为 16 家入驻商户办理营
业执照和小食品经营店备案，厘清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案件办理后，相关
平台下架了撤离后仍使用原证照从
事经营的商户 40余家。

“‘益路蓉行·向新提质’品牌建
设开展以来，我们重点关注食品领域
新业态发展 ，除了办理‘共享厨房 ’
案，还推动成都多个基层检察院围绕
直播带货、社区团购、预制菜经营等
开展工作。未来，我们将结合成都各
区县新质生产力发展区位特点，带动
全市检察机关围绕新能源汽车、共享
经济等找准履职切入口，服务保障新
质生产力发展。”四川天府新区检察
院检察官叶丽雯说。

“益路蓉行·向新提质”

规范新业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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