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十七批指导性案例

【关键词】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文 物 保 护 修 缮 义

务 推动文物价值利用
【要旨】
针对不可移动文物受到严重损害或者

存在严重损害风险，致使公共利益受到侵
害的情形，检察机关应当督促文物行政部
门依法全面履行文物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督促指导文物使用人落实保护职责；文物
使用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可以建议属地
政府依法给予帮助、开展修缮保护，并协同
做好文物价值利用工作。

【基本案情】
宏觉寺建于 1390 年，位于青海省西宁

市，是汉、藏、回、蒙古等民族深度交融的重
要枢纽。公元七世纪初，文成公主入藏途经
此地，修建了供奉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
的宝座，藏传佛教在此遗址上创建宏觉寺。
1951 年，十世班禅赴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
十七条协议签订仪式后，中共中央西北局
主要负责同志在宏觉寺为十世班禅首次进
藏送行。宏觉寺在增进历代中央政府和藏
传佛教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桥梁纽带作
用，1998 年被青海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
青海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因历史原因，西宁市某企业于 1967 年
迁入宏觉寺，并在寺内修建车间、办公楼及
职工住宅楼。2006 年，该企业依照文物保护
规定将宏觉寺班禅行宫和一座大殿腾清后
交由青海省佛教协会进行修缮，但前香厅
仍被作为库房使用，文物主体未得到妥善
管理和修缮，已出现下沉、塌陷等情形。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立案与调查。2020 年 6 月，西宁市城中

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城中区检察院）在
开展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检察专项行动中发
现该案线索。城中区检察院初步调查发现
存在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形，经研判符合立
案条件。经层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城
中区检察院于 2021 年 1 月 7 日对该线索立
案调查。

城中区检察院立案后，通过实地勘察、
调取档案，查实宏觉寺前香厅被某企业作
为库房使用，文物主体除梁架结构保持原
状外，屋面塌陷，立柱下沉倾斜，山墙、门窗
损毁程度较重。同时查明，西宁市城中区文
体旅游科技局（以下简称城中区文旅局）在
知悉宏觉寺前香厅主体部分受损，该企业
已停止生产、财务状况较差，不具备修缮能
力后，未组织开展文物修缮，存在怠于履行
文物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形。

2021年 1月 13日，城中区检察院召开听
证会，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
员、文物专家等参加，对宏觉寺历史价值、修
缮必要性及修缮思路等进行公开听证。参加
听证人员一致认为案涉企业不具备修缮能
力，建议其腾退宏觉寺前香厅，由城中区文
旅局进行抢救修缮，拆除寺内车间、办公楼。
城中区检察院采纳了听证意见。

制发检察建议。鉴于案涉企业不具备
修缮能力，城中区文旅局未依法履行文物
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且宏觉寺前香厅持续
处于受损状态，城中区检察院根据有关法
律规定，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向城中区文旅

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督管
理职责，确保宏觉寺前香厅得到妥善保护
和有效利用。

整改情况。收到检察建议后，城中区文
旅局督促案涉企业搬离宏觉寺。2021 年 1
月 28 日，该企业腾退宏觉寺前香厅，正式
将其交给城中区文旅局进行抢救修缮。同
年 3 月 2 日，城中区文旅局对检察建议作出
书面回复：已制定修缮方案，正在向上级单
位申请修复资金。收到回复后，城中区检察
院对宏觉寺修缮情况进行了跟进监督。城
中区文旅局使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划拨
的专项资金，对宏觉寺前香厅进行了修缮；
同时，向城中区人民政府报告该案，争取资
金用于拆除寺内其他企业生产用房及搬迁
补偿。2023 年 6月，宏觉寺修缮项目竣工。

城中区检察院、城中区民族宗教事务
局、城中区文旅局等单位走访爱国宗教人
士，查阅历史档案资料，深入挖掘宏觉寺在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历史价
值，以及老一辈革命家在推动西藏和平解
放、增进民族团结中的历史事迹。2024 年 6
月，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将宏觉寺
前香厅打造为“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基地”主展馆，以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
大民族精神为主线，展示宏觉寺在增进历
代中央政府和藏传佛教联系方面的典型故
事及珍贵影像，教育和引导各族群众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实现对文物的
有效利用。

【指导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应当监督文物行政部门依
法全面履行对文物保护的监督管理职责。
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
保护实施监督管理；应当加强对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隐患，
防范安全风险，并督促指导文物使用人履
行保护职责。针对不可移动文物存在损毁
危险的情形，检察机关应当监督文物行政
部门全面履行文物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使
用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可以建议属地政
府依法给予帮助，组织开展修缮保护。在保
护不可移动文物的同时，要注重协同做好
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活化利用工作，更
好发挥文物在历史研究、文化传承、价值引
领、科普教育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修正）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一条（现为
2024 年修订后的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
条、第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
年修正）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2021 年施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办案检察院：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兰茜 严淑蓉

于婷婷 刘尚娜
案例撰稿人：严淑蓉 刘尚娜

党春艳 张希梅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
督促保护宏觉寺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 229号）

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十七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
民检察院：

经 2025 年 2 月 2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
议决定，现将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检察机关督促保护秦直道遗址公益诉
讼案等五件案例（检例第 228-232 号）作为第五十七批指导性案例（文物和文
化遗产保护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5年 2月 28日

以邀请文物行政部门、文物专家出具专业
意见，进一步分析说明评估方式的科学性。

（三）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商同级人民
法院共同指定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
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综合考虑违法行为发
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违法行为人住所地等
因素，由基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更为方便、更有利于法治宣传教育的，上级
人民检察院可以商请同级人民法院，按照相
关规定指定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 年施

行）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第一千二百三十
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
修正）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第六
十五条第一款（现为 2024 年修订后的第九
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第九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
年修正）第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
年修正）第五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2020 年修正）第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
益 诉 讼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2020 年修正）第六条
《人 民 检 察 院 公 益 诉 讼 办 案 规 则》

（2021 年施行）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七十
五条、第九十八条

办案检察院：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
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郃忠平 白翠琴
魏红霞 李敏

案例撰稿人：张云龙 李娜
郝向阳 魏红霞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军队营区文物保护

修缮义务 军地检察协作
【要旨】
针对军队营区不可移动文物受到严重

损害或者存在严重损害风险的情形，军事检
察机关应当依法督促军队文物主管部门履
行文物保护职责，监督文物使用单位落实文
物修缮、保养责任。确需地方行政机关指导
帮助的，军事检察机关可以将线索移送地方
检察机关，地方检察机关应当会同军事检察
机关督促地方行政机关、军队文物主管部门
依法履行文物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基本案情】
禄米仓系明、清两代储存京官俸米的

粮仓，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距今已有 460
余年历史，是研究古代仓储制度和仓房建
筑的宝贵实物资料，对研究中国运河史也
具有重要价值，1984 年被核定公布为北京
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禄米仓现存 4 个仓
廒，其中 3 个仓廒由某部队单位作为库房
使用，因修缮不当、未得到妥善保养，历史
风貌受到破坏，存在损毁危险。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2022 年 7 月，中国人民解放

军北京军事检察院（以下简称北京军事检
察院）对军队营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情况
开展线索摸排，发现禄米仓受到损害的公

益诉讼线索。根据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国家
文物局关于加强军队营区不可移动文物保
护工作有关规定，军队文物使用单位对不
可移动文物承担修缮、保养责任，军事设施
管理部门为军队文物主管部门。北京军事
检察院督促该部队军事设施管理部门依法
履行文物管理职责，监督禄米仓使用单位
开展文物修缮保护工作。整改过程中，军事
设施管理部门对文物受损情况进行综合评
估认为，禄米仓修缮难度较高、修缮经费数
额较大，禄米仓使用单位不具备文物修缮
专业能力，因此向上级申请专项资金用于
禄米仓修复。经协调，该部队从营房管理标
准经费和项目经费中拨付部分禄米仓保护
经费，但无法满足对禄米仓的有效保护。北
京军事检察院综合研判认为，该部队无法
独立完成文物保护修缮工作，需要地方给
予指导帮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军队营区不可移
动文物应受到地方政府文物保护日常监
管，北京军事检察院遂向北京市人民检察
院移送线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交由北京
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东城区检
察院）办理。

立案与调查。东城区检察院接到案件线
索后，与北京军事检察院共同开展禄米仓文
物保护情况核实工作。（下转第三版）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检察院
督促保护禄米仓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 231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文物保护 严重损害

风险 磋商 监督对象
【要旨】
针对文物和文化遗产存在严重损害风

险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开展公益诉
讼。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充分发挥
磋商的督促整改功能，及时有效保护公共
利益。公益损害问题涉及多个行政机关职

责，分别监督难以实现有效保护的，可以依
法督促地方政府统筹履职。

【基本案情】
云 冈 石 窟 位 于 山 西 省 大 同 市 境 内 ，

1961 年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保护区
包括地上保护区和地下保护区，保护区之
外设有建设控制地带。A 煤矿、B 煤矿、C 煤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
云冈石窟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例第 230号）

矿矿区开采范围与云冈石窟地上、地下保
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存在不同程度的
重叠，且 A 煤矿和 C 煤矿已涉嫌侵入云冈
石窟地下保护区开采，威胁云冈石窟安全。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初步调查。2023 年 12 月，据专门负责

云冈石窟保护、研究与管理工作的云冈研
究院反映，A 煤矿矿区开采范围与云冈石
窟地下保护区范围存在重叠。在最高人民
检察院指导下，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统筹大
同市、云冈区两级检察院，对云冈石窟保护
情况、矿业权审批法规政策以及煤矿井下
开采情况等开展了初步调查。

经查：A 煤矿、B 煤矿、C 煤矿等三家
煤矿矿业权在首次设立及延续、变更登记
时，自然资源部门未依法征询文物行政部
门意见，未对与文物保护区存在重叠的矿
区范围等问题进行处置；A 煤矿已进入云
冈石窟地下保护区进行开采，且大同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未依规定就保护区范围
内实施地下采掘监测。相关行政机关虽已
要求煤矿采取退出重叠范围开采、设立安
全围护带并留设保安煤柱等措施，但未能
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上述情形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云冈石窟保护条例》
等法律法规规定，对云冈石窟造成严重损
害风险。

立案与磋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三
定”方案规定，山西省自然资源厅负责矿产
资源开采的监督管理，审批颁发煤矿采矿
许可证。大同市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文物保护，领导云冈石窟保护工作。大
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云冈石窟保护
范围内的地下采掘监测。大同市文物局负
责云冈石窟及其附属文物保护的监督管
理。考虑到案件涉及上述多家单位，且整改
工作需要地方政府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山
西省人民检察院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1 月
25 日分别对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大同市人
民政府立案。

2024 年 2 月 7 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与 山 西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进 行 磋 商 ，并 制 发

《磋商意见书》，确认该厅应立即核查煤矿
井下开采情况，采取处置措施消除安全隐
患。该厅随即印发通知要求加强云冈石窟
保护区周边矿业权管控。结合山西省文物
局提供的云冈石窟保护区范围矢量坐标，
经省市两级自然资源部门比对确认，A 煤
矿、B 煤矿、C 煤矿矿区范围分别与云冈石
窟地上、地下保护区及建设控制地带范围
重 叠 0.021 平 方 公 里 、1.396 平 方 公 里 、
0.497 平方公里。A 煤矿、C 煤矿在 2018 年
前曾进入地下保护区开采，之后陆续退出
并对采空区构筑永久密闭，但自然资源部
门尚未对矿区开采范围规划作出调整，存
在严重损害风险。

同年 4 月 26 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与
大同市人民政府进行磋商，并制发《磋商意
见书》，确认大同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有关
部门协同履行云冈石窟保护职责及应予采
取的相关措施，包括于 5 月底前完成云冈
石窟保护范围内的地下采掘监测，并就历
史采空区对云冈石窟造成的影响组织开展
评估等。

整改情况。山西省自然资源厅按照与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达成的磋商意见，将矿
区内最深煤层涉及的最大范围作为规划调
整的退出避让范围，合计扣减三家煤矿矿
区面积 1.8014 平方公里，并重新颁发采矿
许可证。整改后，除少量历史建成井筒、运
输巷道确需继续保留外，矿区范围均退出

云冈石窟地上、地下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
带范围。该厅还联合山西省文物局出台文
件加强全省国保单位保护范围矿业权管
控，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开发与文物保护
机制。

大同市人民政府组织大同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大同市文物局及云冈研究院就
采空区对地表影响出具评估报告，核查确
认云冈石窟保护区未发现地面塌陷、沉降
及地裂缝等情况。大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核查完成云冈石窟保护范围内的首次地
下采掘监测，未发现云冈石窟禁采区尚有
煤矿采掘活动，未发现云冈石窟附近已探
测到的采空区存在异常变动情形，云冈石
窟安全隐患得以基本控制。

2024 年 6 月 17 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及文物
保护专家等作为听证员，围绕办案目的是
否已实现举行听证。听证评议认为，山西省
自然资源厅和大同市人民政府已依法全面
履职，公益得到有效保护。山西省人民检察
院参考听证意见终结案件。

【指导意义】
（一）针对文物和文化遗产存在严重损

害风险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开展公
益诉讼。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
资源，一旦损毁难以修复。在文物和文化遗
产保护领域，检察机关应当综合考量案涉
公益的重要性、风险转化的可能性、损害结
果发生的紧迫性、损害后果的严重性等，综
合判定公共利益是否存在严重损害风险，
有效发挥公益诉讼预防功能，将问题解决
在萌芽状态。

（二）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充分
发挥磋商的督促整改功能，及时有效保护
公益。磋商是行政公益诉讼的重要程序。对
于行政机关积极配合的，检察机关可以通
过磋商督促行政机关及时整改，在实现公
益保护目的后及时终结案件，以节约司法
资源，提升办案质效。

（三）针对涉及多个行政机关职责的情
形，应当从最直接最有效解决公益损害问
题的角度，精准确定监督对象。当公益损害
问题涉及多个行政机关时，检察机关应当
将与违法行为关联最紧密、对问题整改最
有效的行政机关作为监督对象；单独监督
某个行政机关难以实现公益保护目的的，
可以同时监督负有监管职责的其他行政机
关；分别监督同一层级多个行政部门难以
形成合力、实现系统保护的，可以监督地方
政府统筹履职，强化监督效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修正）第八条、第十七条（现为 2024 年修
订后的第九条、第二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
年修正）第十一条、第二十条

《云冈石窟保护条例》（2018 年施行）第
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
二十二条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办法》（2006 年施行）第十九条

《人 民 检 察 院 公 益 诉 讼 办 案 规 则》
（2021 年施行）第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六
十七条、第七十条

办案检察院：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大同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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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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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综合履职 模拟修缮 指定管辖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严重损毁文物案件，应当

注重依法综合运用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
察等职能。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全部毁坏，依
法不得在原址重建的，可以采取模拟修缮方
式确定受损文物价值。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
商同级人民法院共同指定基层人民法院、基
层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基本案情】
秦直道南起陕西省淳化县，北至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全长 700 多公里，
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交通、贸易和民族融合
大通道，对研究我国古代交通史及秦代历
史具有重要价值。2006 年，秦直道·达拉特
旗段（秦）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六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 年至 2020 年，内
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 A 煤矿（以下简称 A
企业）、B 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B 企
业）在秦直道遗址本体上生产作业，造成
3214.01米秦直道遗址全部毁坏。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2023 年 3 月，达拉特旗公安

局以杨某某（A 企业负责人）、郭某某（B 企
业原法定代表人）等人涉嫌故意损毁文物
罪移送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案
件办理过程中，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刑事
检察部门发现该案可能存在损害公共利益
的情形，遂将案件线索移送该院公益诉讼
检察部门。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达拉特旗人民
检察院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后，请示鄂尔
多斯市人民检察院，两级检察机关研判认为，
A、B两家企业的生产作业行为造成秦直道遗
址被毁坏，损害了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以下简称
文物保护法）规定，达拉特旗人民政府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但其在工程建
设文物前置审批工作中把控不严；达拉特旗
文化和旅游局（以下简称达拉特旗文旅局）负
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
理，但其未依法落实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
明、有记录档案、有专门保护管理机构或者专
人负责保护管理的“四有”工作要求。2023年
7月 5日、7月 13日，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鄂
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分别对达拉特旗文旅
局、达拉特旗人民政府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立案后，两级检察机关邀请内蒙古博物院专
家多次深入遗址开展现场勘验，查明A企业、
B 企业煤炭生产作业分别导致 1798.88 米、
1415.13米秦直道遗址区段全部毁坏。

2023 年 10 月 30 日，鄂尔多斯市人民检
察院依据文物保护法第八条的规定，向达拉
特旗人民政府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全
面履行文物保护责任，统筹文物行政部门和
相关职能部门严格落实工程建设文物前置
审查制度，加强对秦直道遗址的保护。同日，
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依据文物保护法相关
规定向达拉特旗文旅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
其全面履行对秦直道遗址的监管职责，依法
处理 A 企业、B 企业在秦直道遗址范围内的
采矿行为，落实秦直道遗址“四有”工作要
求，对秦直道遗址达拉特旗段采取有效保护
措施。收到检察建议后，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积极推动秦直道遗址保护工作，申请专项文
物保护资金，加强文物管理力量；严格落实
工程建设文物前置审查制度，完善相关流
程，累计督促完成 611个建设项目文物考古
调查和前置审批手续办理。达拉特旗文旅局
依法对案涉企业作出行政处罚，核查辖区内
秦直道遗址分布及保存现状，委托编制《达
拉特旗秦直道遗址专项文物调查勘探报
告》，落实秦直道遗址“四有”工作要求，在秦
直道遗址重要地段增设了安全警示牌，并组
织开展不定期安全巡查。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检察机关进一
步研判认为，文物保护法针对破坏文物行为
仅规定了责令改正、罚款等行政处罚种类。
本案中，单纯给予行政处罚，受损公共利益
无法全面恢复，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2023年 7月 5日，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对
A、B两家企业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依法
开展调查取证。同年 9 月 25 日，达拉特旗人
民检察院就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向鄂尔多斯
市人民检察院报请指定管辖。鄂尔多斯市人
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侵权行为发生
地、损害结果地均位于达拉特旗，且刑事案

件由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办理，为便于当事
人诉讼，更好发挥庭审对当地群众的法治宣
传教育作用，提升文物保护意识，可以由该
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
院商请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报请内蒙古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裁定本案由达拉特
旗人民法院审理。

文物保护法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
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
址重建”，案涉秦直道遗址区段已全部毁
坏，但目前尚无在不可移动文物全部毁坏
的情况下计算其受损价值的参考方法，难
以通过司法鉴定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经咨
询，内蒙古博物院认为，秦直道作为人文遗
迹属于环境的一部分，结合文物保护的特
殊性，可参考《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
指南总纲》和《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Ⅱ版）》，采用替代等值分析法评估文物
受损情况，即以实施模拟修缮工程等价量
化受损价值。

2023 年 11 月 2 日，达拉特旗人民检察
院委托具有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的
第三方企业制定模拟修缮方案。该企业依
据《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及

《 土 遗 址 保 护 试 验 技 术 规 范 》（WW/
T0039-2012）等土遗址修缮保护规范，借
鉴以往实体保护修缮工程的成功经验对秦
直道进行模拟修缮。根据原始山体轮廓以
及秦直道沿线分布情况等，确定矿界范围
内秦直道的损毁长度；对形成的采矿坑进
行模拟回填；针对秦直道被破坏的夯土层、
垫土层进行秦直道道路本体模拟修复，在
夯筑过程中针对不同土层选用与现存遗址
最为相似的土壤材料，以模拟秦直道原本
建造工艺的方式，分层夯筑修补。在此基础
上，综合考虑其历史、文化等价值，最终量
化出受损文物价值 506.66万元。

2024 年 2 月 6 日，检察机关邀请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专家库成员召开论证会。与会
专家认为，运用科学评估办法量化受损的
秦直道遗址价值，对于不可移动文物的有
效保护具有必要性。在暂无规范标准的情
况下，检察机关委托专门机构，采用模拟修
缮方式，选用与秦直道遗址最为相似的土
壤材料，以模拟秦直道原始建造工艺的方
式对道路本体进行模拟修缮，并考虑了文
物的历史、科学、社会价值，以此方式认定
秦直道损害价值具备科学性。

2024年 3月 12日，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
向达拉特旗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
请判令 A 企业承担损害赔偿 112.17 万元、B
企业承担损害赔偿 394.49万元，二被告共同
承担评估费用 47.5 万元。2024 年 4 月 28 日，
达拉特旗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支持
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全部诉讼请求。2024年
6 月 4 日，A 企业、B 企业均已缴纳秦直道遗
址损害赔偿费用，生效判决确定的所有义务
均已履行完毕。达拉特旗文旅局制定《秦直
道遗址达拉特段保护规划》，利用上述费用
实施秦直道遗址未灭失段的局部本体抢险
加固工程及秦直道遗址整体预防性保护工
程，实现对秦直道遗址的系统保护。

【指导意义】
（一）针对严重损害文物的行为，检察机

关可以依法统筹运用刑事、公益诉讼等检察
职能，实现对文物的综合保护。文物和文化
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
再生的文化资源。在办理文物保护案件过程
中，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注
重各项检察职能协调互补，形成惩治不法行
为、保护受损公益的合力，以高质效办案服
务保障文化强国建设。对于严重损毁文物构
成刑事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
于文物保护过程中地方政府、文物行政部门
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应当以行政公益诉讼督
促其履行法定职责；对于行政处罚仍不能全
面实现公益保护，符合起诉条件的，依法对
违法行为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二）针对不可移动文物全部毁坏，依
照法律规定不得在原址重建的情况，可以
采取模拟修缮方式量化受损文物价值。不
可移动文物全部毁坏，认定受损文物价值
尚无规范性标准，司法鉴定又难以确定损
害赔偿数额时，检察机关可以委托具有文
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等资质的机构，参考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中
的替代等值分析法进行评估，统筹考虑文
物的历史、科学、社会价值，运用模拟修缮
方式量化受损文物价值。针对评估结果，可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检察机关
督促保护秦直道遗址公益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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