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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陆吟秋

“每当看到天更蓝、水更绿，我们
的衣食住行愈发安全无忧时，我心中
便升腾起满满的成就感。或许，这就是
身为公益诉讼检察官独有的幸福。”近
日，江苏省海安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
察部副主任周庆兰在该院“青蓝结对·
共话成长”活动中，和同事分享自己从
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感悟。

2021 年 6 月，周庆兰从海安市检察
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转岗到公益诉讼
检察部门。从初来乍到的茫然无措，到
不断摸索着积累经验，再到如今的从
容笃定，4 年来，她主办了公益诉讼检
察案件 160 多件，其中 2 件入选最高检
公益诉讼“千案展示”案例，1 件被生态
环境部评为典型案例，4 件被江苏省检
察 院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联 合 评 为 典 型
案例。

助 力 盘 活 闲 置 低 效 用 地
1000余亩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公益诉
讼案件，长期以来都是公益诉讼检察
实践中的“硬骨头”。2021 年 6 月，周庆
兰刚转岗不久，就遇到了一起涉闲置
土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2010 年 11 月，某公司通过出让方
式获得一宗面积约 250 亩的国有建设
用地。该公司使用其中一部分土地建
成一期 24 幢商铺楼，剩余土地再未动
工开发建设。“不同于以往的整宗土地
闲置，该公司已开发建设一部分土地，
那 么 ，该 宗 土 地 能 否 认 定 为 闲 置 土
地？”带着疑问，周庆兰与同事白天跑
现场，调取出让合同、施工规划图等证
据材料，晚上钻进典型案例和法律条
文里寻找经验。

证据材料显示，一期规划使用土
地为 64.22 亩。“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
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
面积不足三分之一，中止开发建设满
一年的国有建设用地，也可以认定为
闲置土地。”终于，在《闲置土地处置办
法》中，周庆兰找到了法律依据，她认
为可以开展监督。

2021 年 7 月，海安市检察院向当地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称“自规局”）制
发检察建议。该局通过计算认为，该宗
土地已建成的 24 幢楼占地面积约为 26
亩，占应当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
的 21.1%，未达到三分之一，遂对该公
司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

该公司认为自规局未将已建成 24
幢楼必要的通道、场地计算在“已开发
建 设 面 积 ”内 ，不 服《闲 置 土 地 认 定
书》，于是申请行政复议。在复议过程
中，自规局以认定闲置土地的证据不
充分为由，撤销了《闲置土地认定书》。

眼看整宗土地中剩余的部分既没
有开发建设迹象，又无法认定为闲置
土地，公益损害一直持续，周庆兰与同
事很着急。

“用确凿的证据，彻底打消涉案公
司异议。”分管领导的点拨让周庆兰找
到了方向。她引导自规局邀请专家分
析论证，参与监督第三方对 24 幢楼占
地 面 积 的 测 绘 ，补 充 收 集 证 据 。经 测
绘，24 幢楼实际用地面积（含必要的通
道、场地）约为 64 亩，占整宗土地面积
的 25.3%，仍然不足三分之一。

2022 年 5 月，自规局重新作出《闲
置土地认定书》，但涉案公司仍不服，
再次提起行政复议，直至行政诉讼。法
院一审、二审均驳回了涉案公司的诉
讼请求。

经过后续协商和整改，如今，闲置
土地上已建起高楼。“啃”下自己的公
益诉讼首案后，周庆兰乘势而上，先后
通过办案助力盘活某药业公司、某电
子照明公司、某汽车零部件公司等单
位的闲置低效用地 1000 余亩。

海安市委、市政府多次肯定该院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成效：检察机关依
法督促盘活闲置土地，为海安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推动公益保护从“单点突破”
向“系统治理”升级

如何高质效办好每一件公益诉讼
案件？周庆兰的答案是：多一分见微知
著的主动思考，多一分脚踏实地的行
动实践。

2023 年 2 月，周庆兰在办理某公司
闲置土地案件中，对无人机获取的影
像资料进行证据审查时，发现了一处
黄 点 。“会 不 会 是 未 经 处 理 的 工 业 废
水？如果是的话，将对土壤和地下水造
成污染，远比土地荒废要严重得多。”
凭借职业敏感，周庆兰第一时间协同
环保部门人员来到现场，发现该公司
厂区荒地上有一大片黄色废水和黑色
油污，还随意堆放着废弃滤芯。

当天，周庆兰就提出处理意见，与
环保部门人员一起督促该公司清理了
污染物。“表面上废液和油污都已清理
干净，但在雨水、地下水的长期渗透、
扩散作用下，会继续污染水体和土壤，
这些损害是肉眼看不见的。”为此，周
庆兰提议进一步调查。

经评估，涉案公司排污造成生态
环境损害 19 万余元。2023 年 4 月，海安
市检察院向环保部门制发检察建议，
建议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督促涉案公司尽快赔偿相应损失，同
时依法对其适用惩罚性赔偿。然而，涉
案公司外籍负责人称企业已经进行了
整改，不愿再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责任。

为督促涉案公司履行赔偿义务，
周庆兰与环保部门人员多次上门与涉
案公司外籍负责人面谈，展示现场图
片、列举同类案例、讲解中国法律法规
及环保政策……外籍负责人终于认可

“谁污染谁治理”，承认赔偿是其应尽
义务。

2024 年 3 月，涉案公司的惩罚性赔
偿金到账后，周庆兰又探索提出异地
补植复绿修复生态环境方案。同年 10
月，该院协同多部门，帮助涉案公司引
进新项目并进行厂房扩建。后该案入
选江苏省检察院、省生态环境厅联合
发布的第四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典型
案例。

受该案启发，周庆兰逐渐琢磨出

“一案多查”公益保护模式：以案件初
查的一个领域为圆心，将调查触角延
伸至案件相关的其他多个领域，形成

“办一案、解多题、护全域”的办案新路
径。依托该模式，在海安市组织开展的

“厂中厂”专项整治中，周庆兰综合考
虑非法用地、消防安全隐患、偷税漏税
等公益损害问题，精准办理 10 余件案
件，推动公益保护从“单点突破”向“系
统治理”升级。

“不懂就学”应对本领恐慌

“周庆兰肯钻研，动笔勤，取得的
成绩大家有目共睹。”海安市检察院党
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周小平如是评价。

面对检察公益诉讼办案领域不断
拓展，常感到本领焦虑的周庆兰总是
给自己打气：“不怕，不懂就学。”从探
究典型案例到钻研法规条文，再到品
读前沿理论文章，她自建“案例研析—
法规精读—理论琢磨”的学习体系。从
学会农产品农药残留及水质的检测方
法到操作无人机航拍取证，再到运用
2D、3D 建模，对于办案过程中所需的
各 类 技 能 ，她 始 终 兴 致 盎 然 、乐 在
其中。

“光有学习还不够，还要不断地输
出，才能实现能力进阶。”案件办结后，
周庆兰习惯对每起案件进行复盘。在
办理督促整治网络销售伪劣干粉灭火
器一案中，她针对办案过程中发现的
普遍性问题撰写了《关于开展网购消
防灭火器专项排查工作的情况报告》，
受到市委、市政府肯定，市委、市政府
据此部署开展网购消防灭火器大排查
专项行动。

2018 年，海安市检察院办理了一
起适用十倍惩罚性赔偿检察公益诉讼
案。周庆兰虽未参与案件办理，但她
和承办人从法理、实务、法治贡献等
方面对该案进行复盘研究，形成近万
字的案例分析材料，2022 年该案入选

《江 苏 检 察 名 案 录 （2012—2022） 》
践行办案新理念篇。此后，她常常将
所办案件的难点、解决办法一一梳理
提 炼 ， 深 入 思 考 并 挖 掘 其 中 的 典 型
性、特殊性。此外，她用心把典型案
例转化成一个个生动的普法故事，深
入基层一线讲给群众听，或是借助主
流媒体进行宣传。

“如今，检察公益诉讼办案领域已
经形成了‘4+10’的格局，每一次领域
的突破都关乎民生冷暖。作为其中一
员，我深知责任重大。往后的日子，我
会继续扎根一线，办好每一起案件，守
护好群众的衣食住行，用实际行动为
公益诉讼事业添砖加瓦，让这份守护
更有温度、更有力量。”展望未来，周庆
兰充满信心。

周庆兰：

公益诉讼检察官的“幸福密码”
□本报记者 周洪国

通讯员 孙羽中 石文君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检察院邀请
人 大 代 表 、 盲 人 代 表 、“ 益 心 为 公 ”
志愿者等同赴辖区某医院，对就医挂
号无障碍整改情况进行评估。各方代
表 一 致 认 为 目 前 整 改 措 施 已 基 本 到
位，整改效果明显。

线上预约挂号，对于熟练使用电
子设备的年轻人来说易如反掌，对于
残 疾 人 、 老 年 人 却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2024 年 4 月，深圳市检察院就收
到这样一条公益诉讼线索，称该市部
分医院线上及线下自助挂号系统无障
碍服务措施不到位，影响特定群体的
无障碍就医需求。

为 进 一 步 了 解 公 益 受 损 事 实 ，
深 圳 市 检 察 院 通 过 实 地 走 访 调 查 发
现 ， 部 分 医 院 确 实 存 在 线 上 预 约 挂
号 平 台 未 达 到 无 障 碍 设 计 标 准 、 未
提 供 电 话 预 约 挂 号 方 式 、 线 下 自 助
挂 号 终 端 设 备 未 配 备 无 障 碍 功 能 等

问题。
2024 年 6 月 25 日，深圳市检察院

召开推动就医挂号无障碍环境建设行
政公益诉讼案件听证会。3 名深圳市
人大代表担任听证员，深圳市卫健委
负责人出席听证，深圳市残疾人联合
会 、 市 老 年 协 会 代 表 以 及 “ 益 心 为
公”志愿者应邀参会。

听证会上，检察官详细介绍了案
件 情 况 和 法 律 监 督 依 据 。经 评 议 ，听
证 员 一 致 认 为 医 疗 机 构 存 在 线 上 和
线下挂号无障碍服务不完善、挂号渠
道 不 顺 畅 等 问 题 ，损 害 了 残 疾 人 、老
年人的合法权益，侵害了社会公共利
益 ，并 指 出 深 圳 市 卫 健 委 履 职 不 到
位，应尽快整改。

深圳市卫健委负责人表示，将积
极 推 进 就 医 挂 号 无 障 碍 整 改 ， 确 保
残 疾 人 、 老 年 人 可 以 自 主 获 取 医 院
号 源 信 息 并 实 现 独 立 挂 号 就 医 ， 切
实 提 供 更 加 人 性 化 、 兼 顾 特 定 群 体
需求、无障碍设计完善的医疗服务。

2024 年 7 月，深圳市检察院依法向

该市卫健委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推
进市内医疗机构就医挂号无障碍环境
建设。

收到检察建议后，深圳市卫健委
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整改。一方面，针
对各医院放号时间不统一，导致残疾
人、老年人更难掌握线上挂号时机这
一问题，深圳市卫健委明确要求市属、
区属各医院预约挂号须实施“四个统
一”，即统一挂号周期、统一放号时间、
统一预约时间段、统一放号量。另一方
面，针对各医院预约挂号电话号码不
同，残疾人、老年人使用不便问题，深
圳市卫健委在检察机关推动下，于 114
平台设立对接全市所有医院的统一短
号，实现“一键挂号”。

据悉，截至目前，深圳市 65 家市
属及区属医院中，31 家医院已经完成
移 动 互 联 网 应 用 无 障 碍 与 适 老 化 改
造，改造内容主要包括增设语音、大
号文字、盲文等功能。其余医院已启
动推进改造工作，预计今年底均可完
成改造。

特定群体挂号难，怎么办？

□本报记者 简洁
通讯员 薛婕 李瑞鹏

作为潮白河水系的分支，箭杆河是
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
市顺义区重要的河流之一，为众多野生动
植物提供了栖息地和生存空间，为顺义的
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的灌溉水源。

日前，顺义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
察官再次来到箭杆河边，对河流污染
整治情况进行“回头看”，看到清澈河
水在村口潺潺流淌，村民们在河边惬
意散步……

2023 年 7 月，顺义区检察院按照北
京市检察院部署要求，针对辖区河湖
污染问题开展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检
察官依托“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群

众反映比较集中的河流污染点位进行
实地调查，箭杆河便是其中之一。

来到箭杆河边，检察官发现群众
反映的污染点位附近确实存在下水道
污水溢流、河道水体散发异味、河流表
面有垃圾漂浮等问题。

箭杆河流经 3 个乡镇 10 个村庄，
最后汇入潮白河。“河流的污染源究竟
有多少？上游的水质情况如何？”带着
这些疑问，检察官仔细查看了河流上
中下游两侧 10 余个排污口的水质情
况，以及河流表面漂浮物情况，发现上
游和中游水质情况良好，初步判定污
染源来自中下游流域，而这和群众投
诉反映最集中的点位也基本吻合。

为进一步夯实证据基础，检察官
对中下游 3 个排污口的水质进行快速

检测，结果显示部分排污口的水质指
标超标。检察官还了解到，当地村镇生
活污水处理能力不足，导致污水溢流
入河，这些都影响了箭杆河下游水质，
破坏了水资源环境。

2023 年 10 月，顺义区检察院就调
查中发现的问题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
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
机关及时制定整改方案，包括每日安
排两辆吸污车将未处理完的村镇生活
污水运至附近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组织人员对岸坡及水面水生植物、垃
圾杂物进行清理，投资修建 1 座污水提
升泵站等。

2024 年 6 月，该院对案件整改效果
跟进监督，确认问题均已整改完毕，河
流水质已恢复正常。

一汪碧水绕村流

临近端午，黑龙江省抚远市蔓越莓种植基地迎来大丰收。抚远市检察院检察官送法到田间地头，向果农们宣传产
权保护和涉农法律知识。图为检察官查看收获的蔓越莓。

据悉，2014 年，抚远市引种蔓越莓并建成全国最大种植基地，“红海小镇”品牌蔓越莓三度搭乘神舟飞船完成航天育
种，成为享誉中外的“航天浆果”。但是，随着产业规模扩大，假冒品牌、侵权销售等问题频发。为此，抚远市检察院针对
性编发《蔓越莓产业知识产权风险防控手册》《涉农法律指南》，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护牌清网”专项行动，同时对
核心种植区开展土壤及水质监测，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本报记者韩兵 通讯员赵红摄

2023 年 8月，在江苏省海安市城东镇人民东路栟茶河畔，周庆兰开展文物保护
公益诉讼调查工作，实地勘查“明平倭战场遗址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