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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检察机关十佳文化品牌·益心护文

“ 文 化 三 地 ”是 虹 口 区 不 可 复 制 的 珍 贵 资
源。近年来，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秉承“保护第
一、传承优先”理念，以区域内历史文化街区为载
体，聚焦城市更新中文物、优秀历史建筑、工业遗
产等的保护、利用和传承问题开展公益诉讼法律
监督，深入打造“益心护文”品牌，以检察力量守
护“文化三地”。希望在检察机关与各相关责任
部门的带动下，全社会对历史保护建筑的爱护意
识能进一步提升，让历史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助
推历史文脉在城市更新中赓续，文化发展在时代
精神中繁荣。

城市发展不能丢掉文化的根与魂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所长 吴焕淦

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检察官在历史文化街区调查取证。

本报讯 （记者刘怡廷 通讯员胡少俊 黄维） 在 网 上 购 买 品 牌 服
饰，竟然牵出一条制假售假链条。近日，经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检察院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
沙某等 6 人有期徒刑三年至八个月不等，缓刑五年至一年不等，各并处罚
金；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周某、郭某有期徒刑三年、二年，
缓刑三年、二年六个月，涉案 4 家企业也被处以相应罚金。同时，法院判
处被告在相关媒体公开赔礼道歉、下架侵犯注册商标权的服饰，并支付公
益损害赔偿金 300 余万元。截至目前，160 余万元公益损害赔偿金已被缴
纳完毕。

家住黄石市下陆区的李女士平日很喜欢在网上购买品牌服饰。2023 年 9
月，李女士在沙某经营的网店购买了多件某国际品牌服饰，收到后，她满
心欢喜地打开一看，却发现这些服饰的做工与款式明显和宣传不符，有的
还有刺鼻的气味。李女士怀疑这些服饰都是冒牌货，便在该品牌官网进行
查询。没想到，根据官网信息提示，这些服饰都对不上，这进一步增加了
李女士的怀疑。李女士当即报案。

公安机关对该案立案侦查后，于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6 月将沙某等 6
人抓捕到案，2024 年 6月，该案被移送到下陆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对案件材料进行了细致审查，并依法对沙某等人进行讯
问。经查，自 2016 年起，沙某开设服装公司，在未获品牌方授权的情况
下，开设网店并聘请杜某为网店店长，从宁某甲、宁某乙经营的某网络公
司购买了假冒多个知名品牌注册商标的服饰，并通过网店进行销售。而杜
某明知这些服饰是冒牌服饰，依然帮助销售。而宁某甲、宁某乙卖给沙某
的服饰，是其从无授权许可的郭某在威海的某公司、周某在东莞的某公司
及个人供货商邱某、朱某等处购买的，二人先购买这些假冒的品牌服饰，
再转售给沙某牟利。截至 2023 年 10 月，沙某、宁某甲、宁某乙、郭某、周
某及其所在企业，邱某、朱某等非法生产、销售侵权服饰商品共计 1100 余
万元。

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在履职中发现，该案可能潜藏着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线索，当即组织检察官进行分析研判，并与刑事检察部门会商，同
步启动刑事审查与公益诉讼调查工作。鉴于沙某等人利用电商平台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一案涉案范围广、金额大且侵权行为时间长，不仅损害
商标权利人利益，还损害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
序，该院遂于 6月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承办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该案涉及山东、广东等多地的多个制假、
售假窝点，根据资金流向和盈利情况，应该还有遗漏的同案犯未移送审查
起诉，遂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核查犯罪事实，追加起诉相关同案犯，最终将
一开始遗漏的邱某、朱某、王某 （另案处理） 一并移送审查起诉。同时，
引导公安机关围绕案件事实、销售金额、资金去向等内容收集证据，调取
犯罪嫌疑人进货、销售服饰的价格及通话记录、微信聊天等内容，形成完
整证据链条。

公益诉讼部门承办检察官引导公安机关围绕侵权行为后果、非法获利
数额等方面收集完善证据，并通过综合考量被告主观过错程度、影响范
围、侵害情节、获利情况等因素，向法院提出被告依法承担相应公益损害
赔偿金、公开赔礼道歉、下架侵犯注册商标权的服饰的诉求。2024 年 12
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作出如上判决。

随后，黄石市下陆区检察院以此案的办理为契机，积极构建知识产权
领域案件一体化履职办案模式。该院探索了案件管理、刑事诉讼检察、刑
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等多部门联动机制，及时研判案件线索，根据案件
实际情况，组成办案专班，不断提升办案质效。

网上买到假名牌 顺藤揪出产销链
黄石下陆：查办一起跨省制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犯罪案件

本报讯 （记者郝雪 通讯员王海艳） 把手机和银行卡给中介，就可
以免征信办理贷款，甚至还能挣点钱……这样的“美事”让男子来某心甘
情愿地将自己的手机、银行卡提供给他人，没想到却成了电信诈骗的帮凶。

家住陕西省兴平市的来某是一个无业游民，欠了很多网贷，生活拮
据。2024 年 3 月，因孩子生病急需用钱，无处搞钱的来某心中烦闷不已。他
在网上检索贷款信息时，找到了一个自称可以帮忙办理贷款的中介，随后
添加了其社交账号。

只见对方的社交账号昵称为“A 信贷-抵押贷-企业贷全国接单”，来某
迫不及待询问对方是否可以贷款，对方让来某将银行卡额度和交易流水发
送过去，并告知来某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未达到申请贷款所需额度。正当
来某以为没法办理贷款时，对方又说，通过取现可以提高流水，他可以帮
忙。然后，双方约定 2024 年 4 月 1 日在西安市某医院见面，对方将来某的银
行卡和手机拿走，修改了其银行卡 App 的登录密码，随后联系被害人刘某向
来某银行卡内转账 15 万元。二人前往西安多个银行分别取现共计 14.1 万
元，剩余 9000 元归来某所有。由于来某之前的网贷逾期，收到刘某转账
后，网贷平台自动扣款了 8100 元，还有 900 元从支付平台提现到了来某的银
行账户。

同年 4 月，被害人刘某通过全国反诈专线 96110 和 110 报警电话报警，
反诈中心将来某的银行卡冻结，线索移交到兴平市公安局进行审查。

经查，来某银行卡收到的 15万元转账款，是刘某被诈骗走的钱。
9 月 13 日，兴平市公安局将该案移送至兴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来某对

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自愿认罪认罚。2024 年 11 月 26 日，兴平市检察
院对来某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兴平市法院提起公诉。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手头紧张走歪路 甘为骗子当帮凶

□本报记者 张心恬
通讯员 王晓阳

鲁迅故居、瞿秋白寓所旧址、李
白烈士故居、左联纪念馆……有着众
多红色地标和历史建筑的虹口区，是
上海红色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被
誉为“海派文化发祥地、先进文化策
源地、文化名人聚集地”。上海市虹口
区检察院就坐落在这样一个拥有独特
历史记忆的“文化三地”。

2018 年 开 始 ，虹 口 区 检 察 院 就 踏
上 以 公 益 诉 讼 守 护“ 文 化 三 地 ”的 履
职之路，并打造出“益心护文”文化品
牌 。 近 年 来 共 办 理 文 物 和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领 域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30 余 件 ，为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供“上海样本”，
是 守 护 城 市 历 史 文 化 记 忆 的 生 动 实
践 。 2024 年 12 月 ，“ 益 心 护 文 ”文 化
品 牌 获 评 第 四 届 全 国 检 察 机 关 十 佳
文化品牌。

起步探路

办理上海首例优秀历史建筑
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时间回到 2018 年年中，还是新任
公益诉讼检察官的刘庆第一次迈入位
于虹口区四川北路的德邻公寓，看到
公寓内部遍布违法搭建，堆砌着破碎
大理石砖、雕花门窗玻璃……这座始
建于 1935 年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是城市历史的“活化石”之一，却因
承租人违法装修改建施工惨遭破坏，
且受损状态持续达 3年之久。

当年 8 月，虹口区检察院对该案
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如投石入
水，泛起一片涟漪。彼时，公益诉讼
作为检察机关的新增职能方兴未艾，
向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的探索更是一片
空白。公益诉讼检察官该如何迈好这
至关重要的一步？

确认德邻公寓受损情况后，检察
官对虹口区内优秀历史建筑保护进行
了专题调研。“我们先后走访区房管局
和文旅局，调研本区历史文化街区、
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现状、红色文化保
护难点等情况。”盘点起走过的地方，
刘庆记忆犹新。

一次次走访磋商，一遍遍实地调
查后，检察官明确了相关行政机关的
法定职责和监管职能，并根据 《上海
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
例》，结合调研成果，向行政监管部门
制发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督促其切实
履行监管职责，责令其指导责任人立
即启动开展修缮工作。

2019 年 7 月，德邻公寓原貌终于
得以恢复，该案获评最高人民检察院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
例、2019 年度上海市法治建设十大优
秀案例。

这是上海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探

索优秀历史建筑保护领域迈出的第一
步，为该市人大常委会修改 《上海市
历 史 风 貌 区 和 优 秀 历 史 建 筑 保 护 条
例》 提供了案例样本。2020 年出台的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明确
将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纳
入公益诉讼办案范围。

阔步前行

从修复一幢建筑到守护一片街区

“虹口区拥有 84 处红色文化遗址和
地标，2 片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更有
数量众多的历史保护建筑。”2021 年 6
月，已成为公益检察室主任的刘庆，
带领公益诉讼团队在历史建筑保护领
域开始深耕。

2023 年 4 月，针对虹口区历史文
化深厚、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
分布集中的特点，虹口区检察院发布

《铸监督品牌实施意见》，打造“益心
护文”品牌。

公益诉讼检察官的脚步也从一幢
幢建筑走向了山阴路历史文化街区。

“山阴路现存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60 余
处 ， 上 海 市 优 秀 历 史 建 筑 30 处 ， 被
誉 为 海 派 民 居 建 筑 ‘ 露 天 博 物 馆 ’，
也是虹口区的一张闪亮名片。”刘庆
介绍。

然而经百年洗礼，历史风貌更新
与居民生活改善未能得到有效平衡。
许多居民仍生活在这里，为了改善居
住条件，长期存在各类违法改扩建症
结问题，且除改建之外，还存在诸多
公共安全隐患……

当“历史老建筑”遇到“人间烟
火气”，如何平衡建筑保护，又留住人
间烟火？

公益诉讼检察官遂对山阴路历史
文化街区开展调查核实，并以“大数
据”赋能，研发类案监督模型，在获
取相关优秀历史建筑不同环节不同主
体管理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相互比对
碰撞，筛查出个案受损线索进行分类
汇总，形成类案监督线索。

2023 年 1 月到 6 月，检察官陆续对
受损建筑开展立案调查，并走访行政
监管部门、经营管理单位、所有人及
使用人，瞄准问题症结，剖析原因，
在深挖细掘中厘清责任主体保护义务
和监管职责。

通过检察建议和磋商，督促相关
行 政 监 管 部 门 依 法 履 行 行 政 执 法 职
责，督促公房经营管理单位履行优秀
历史建筑保护主体责任。收到检察建
议后，行政监管部门和管理单位积极
开展全面履职整改，通过行政执法，
责令恢复原状，进一步堵漏建制，共
拆除违法改扩建 60 余处，保护历史建
筑 1 万余平方米，整改消防安全隐患
50余处。

“整改后，经营管理单位制定了居

住类优秀历史建
筑装修流程，推
进历史保护建筑
分级分类检查工
作，并建立了日
常巡查、房屋装
修 、 差 价 换 房 、
人员培训等一系
列管理制度。同
时，居民保护意
识 得 到 提 升 ，
90% 违 建 自 行 拆
除 。” 属 地 街 道
综合行政执法队
工作人员介绍。

整改工作尘
埃落定后，同年
8 月 至 9 月 ， 虹
口区检察院联合
相关行政监管部
门和经营管理单
位，邀请具有历
史建筑保护专业
知识的“益心为
公”志愿者，重
走山阴路，开展
公益诉讼“回头
看”。

“经专业评估，确认相应违法行为
均已整改，受损建筑、道路及公共空间
均已修复，石库门里弄生活、商贸、娱
乐形态得到有效保护。”刘庆终于可以
在案卷中落笔——“历史风貌得以恢
复”，为近一年的奔忙画上句点。

“山阴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案”获
评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历史文化街
区与石窟寺保护专刊典型案例及上海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也为全
市建立“优秀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
制度提供了实践样本。

放眼未来

打造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上海样本”

当下，虹口区正在推动区域“文
化三地”建设，该院也在全区开展历
史建筑保护领域综合治理，持续擦亮

“益心护文”品牌。
2023 年 11 月，虹口区检察院会同

区房屋管理、文化旅游等七部门共同
签署 《关于加强本区优秀历史建筑公
房管理协作配合工作的意见》，完善各
部门间信息互通，做到保护问题及时
发现和高效修复。同时发挥市人大常
委 会 基 层 立 法 联 系 点 检 察 工 作 室 作
用，通过点院协作，加强代表建议与
检察建议的双向衔接转化，推动历史
文化街区统一修缮和活化利用。

“以此为契机，我们又系统推进山
阴路、甜爱路等沿街风貌统一修缮，
复兴再现内山书店、木刻讲习会等文
化名人记忆场景。”刘庆介绍，“我们

还将监督环节前移，着重关注规划开
发阶段地块中的红色旧址遗址，统筹
红色场馆建筑单体与周围历史地段、
人文环境、自然景观之间的关系，关
注周边环境存在的房屋安全、消防安
全、环境卫生等问题。”

2024 年 7 月，虹口区检察院出台
《服 务 保 障“ 文 化 三 地 ”三 年 行 动 方
案》，从 历 史 文 脉 综 合 保 护 、 海 派 文
化创新发展、先进文化传承提升、名
人文化活化汇聚、公共文化提质增效
等五个方面综合履职，打造“四大检
察 ” 一 体 、 执 法 司 法 联 动 、 信 息 资
源 共 享 、 多 方 聚 力 发 展 的 检 察 履 职
新模式。

在做好历史建筑保护领域公益诉
讼工作的基础上，公益诉讼检察官还
继续拓宽保护范围，探索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公益保护。

“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城市记忆、
传承着城市文脉。检察机关对历史风
貌 的 保 护 也 是 对 文 化 传 承 的 一 种 守
护。”虹口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洋表
示，在“文化三地”保护中，以“最
严格的保护”推动新旧共生、交叠传
承，不断为守护城市记忆贡献检察力
量，是公益诉讼检察官们一贯的坚持。

2024 年 12 月底，该院又与区文旅
局携手签署 《关于建立文物和文化遗
产保护领域执法司法协作意见》，建立
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线索移送、信息共
享、案件会商等十项协作机制，开启
了“检察+文旅”讲好“文化三地”历
史文脉保护故事的新篇章。

凝聚“益”心，塑文化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