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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洁婷
通讯员 陈聪杭 王斯怡

“现在有了这个‘数字卫士’，审核工
作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近日，上海市
崇明区某镇政府财务人员指着屏幕上跳
动的数据，言语中透着欣喜。这个改变
工作状态的“神器”，正是崇明区检察院
研发的违规领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类案
公益诉讼监督模型。今年以来，该模型
已在全国30余个农业县市落地生根，其
背后所展现的数字检察创新实践，正悄
然改变着传统的监督模式，为耕地保护
与惠农资金监管注入全新活力。

监管困境
万亩良田暗藏“数字猫腻”

为保护耕地地力，稳定粮食生产，近
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提高
农户种粮积极性，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便是其中一项关键举措。然而，在政
策执行的末端，监管漏洞却让国家资金
面临流失的风险。

今年1月，该院在履职中发现，某农户
申报的粮食种植面积较往年激增一倍，而
区域耕地总量未发生明显变化。这一违
背常理的现象，立刻引起该院公益诉讼检
察官的警觉，这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虚报
耕地种植面积、骗取补贴的违法情形。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既是生
态绿肺更是沪上粮仓。据统计，崇明区
年均受理400余户粮食生产主体申报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涉及耕地近2万亩，年
均发放补贴资金数百万元。面对如此广
袤的土地，工作人员人工核查力不从心，
实地测量耗时费力，纸质台账核查易存
盲区，这些都给不法分子虚报面积、骗取
补贴留下可乘之机。

“每亩260元的补贴看似不多，但虚
增百亩即可非法获利2万余元。”办案检
察官给记者算起经济账。这看似不起眼
的数字，一旦被不法分子大量利用，造成
的损失将不可小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作为“藏粮于地”战略的重要支撑，其监
管效能直接影响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如
果任由虚报骗取补贴的行为泛滥，不仅
会导致国家资金的大量流失，更会动摇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国家粮食安全构
成严重威胁。

一头是万亩耕地的监管难题，一头
是守护大国粮仓的使命担当，该院办案

人员陷入了沉思，一场关乎数字检察创
新的探索即将拉开帷幕。

破局“三步”
大数据构建“智慧天网”

“用数字检察突破人力局限！”今年2
月，该院数字公益检察办公室副主任许
佩琰带领团队启动攻坚。她们从近三年
涉农补贴数据中提炼出“申报面积突增”

“用种量与申报面积严重不符”“申报面
积与流转合同耕地面积差距大”三大异
常特征，研发监督模型，构建起多步多层
数据防线。

第一步，历史数据纵向比对。该院调
取2022年至2024年涉农补贴数据，建立粮
食种植主体“数字画像”，当年度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申报面积比较往年突增超20%
时即触发预警，生成异常数据线索。第二
步，生产要素横向碰撞。对接供销社水稻
种子销售台账和农业部门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申报面积数据，通过用种量与申报面
积比值筛查异常，如某合作社申报耕地
300亩，却仅购买用种量相当于200亩耕地
的种子，针对此种情形，生成异常数据。
第三步，精准核验锁定线索。根据上述生
成的异常数据，该院从村委会调取相应的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运用OCR
技术识别提取其中的“流转面积”数据要
素并转化为结构化数据，再将上述数据与
申报信息交叉比对，精准锁定虚报种植面
积骗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线索。

“这三个步骤就像三把筛子，层层过
滤异常数据。”许佩琰演示模型时，屏幕上
的数据瞬间碰撞出3名农户和16家合作社
的异常线索，涉及虚报耕地种植面积400
余亩、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1万余元。

闭环治理
从追缴资金到制度重构

模型监督不是终点，实地核查才能
将数据线索转化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今年4月，该院检察官通过线下询问属地
镇政府、村委会、粮食种植主体等，进一
步核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申领情况以
及相关审核机制。同时，调取银行流水
以明确惠农资金发放情况，深入田间地
头复核涉案地块的实际种植情况，通过
卫星遥感图像与人工测量双重验证，最
终形成完整证据链。

针对暴露出的监管漏洞，该院向属
地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
行惠农资金发放的监管职责，收回农户
违规申领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同
时依法完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统
计、审核工作。属地镇政府迅速行动，1
个月内追回全部违规资金，并建立随机
抽取20%申报主体进行实地测量、随机检
查申报数据与农资采购匹配度的“双随
机”核查机制。更令人欣喜的是，行政机
关已将该模型嵌入政府惠农资金审核系
统，实现“事前预警—事中拦截—事后追
查”的全流程监管。

多维发力
良好生态激活监督效能

横向打破数据壁垒，联合崇明区数
据局共建创新实验室，归集政务数据并
接入社会开源数据，构建全域数据图谱；
纵向深化业务协同，联合多部门建立数
据研判机制，提炼数据应用规则，将现实
问题转化为法律监督场景；与中国农业
大学共建实践基地，创立双导师制，通过
数据共享推动治理农村固废、追缴生态
赔偿；与江苏等地检察机关开展跨区域
协作，拓展区域协同治理，推动长三角毗
邻区同步解决跨区域环境顽疾……一系
列“组合拳”是该院打造良好数字生态的
坚实步伐。

目前，该院依托“瀛洲数检”创新实
验室研发的违规领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类案公益诉讼监督模型等6个数字模型
已上架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
型管理平台，累计被全国330家检察机关
收藏使用，形成“一地创新、全域共享”的
数字化监督新范式。

暮色中的崇明岛，无人机正在自动
巡检耕地，实时数据同步传入数字公益
检察监督平台。从人工丈量到智能感
知，从纸质台账到数据碰撞，正如该院办
案检察官所言：“每个数据异常都是监督
哨点，每个模型都承载着司法为民的初
心，我们不仅要当好国有财产的‘看门
人’，更要成为数字治理的‘领航员’。”

藏粮于地，守住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上海崇明：依托数字模型助推耕地保护与惠农资金监管

本报讯（记者张吟丰 通讯员李剑
雄） 今年 3 月，一份检察建议从湖南省
浏阳市检察院发出，26 名曾因食品安全
犯罪被判刑的“黑名单”人员被强制退出
食品行业。这份检察建议背后，是该院
以数字检察技术提升监管能力的生动实
践——从“人盯人”到“让数据多跑路”，
从“事后追责”到“源头拦截”，技术赋能
为食品安全筑起一道从源头到末端的数
字化防线。

2024 年 5 月，该院检察官在办理一
起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案时，发现被告人陈某竟是“二进
宫”。2023 年 5 月，他因同类犯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仍继续从事食品
销售行业。

食品安全法规定，因食品安全犯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终身不得

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但陈某为
何能“持证上岗”？

带着疑问，该院检察官调取了陈某
的刑事判决书与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信
息，发现“应禁未禁”的背后，是数据壁垒
带来的困境。“因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系
统之间长期存在信息壁垒，市场监管部
门未能同步更新从业禁止人员名单，企
业注册系统也无法核验从业人员是否存
在刑事犯罪前科，导致陈某得以绕过监
管防线。”承办检察官陈文斌介绍说。

“面对辖区数万家食品企业、数十万
名从业人员，仅靠人工比对犯罪记录和从
业信息，效率低且覆盖面窄，漏网之鱼难以
避免，监管空白逐渐形成。”陈文斌坦言。

为破解传统监管模式困局，今年初，
该院应用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
模型管理平台上架的食品行业终身从业

禁止公益诉讼监督模型，对全市近三年涉
及食品药品安全的刑事判决、行政处罚决
定、市场主体登记数据进行了比对分析。

“第一天筛查，模型就报警了 26 条异
常线索。”陈文斌介绍，发现线索后，专项
办案组就开展了核查，在夯实证据链的基
础上，该院依法对相关部门启动行政公益
诉讼立案调查程序，制发行政公益诉讼检
察建议，督促对 26 名犯罪人员全面实施
从业禁止处罚，并建立动态监测机制。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迅速开
展专项整治，对上述人员作出“从业禁
止”的行政处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并在政府信息网站设立专栏，公示食
品药品经营禁止从业人员信息。

个案整改只是治标之策，要根治监
管漏洞，必须打通部门协同的“任督二
脉”。今年 3 月，该院会同法院、公安机

关，市场监管、司法行政等部门出台《关
于建立“食品药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人
员 从 业 禁 止 ”协 作 配 合 机 制 的 实 施 意
见》。在刑事判决生效后，相关系统会自
动触发预警，并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在 10
个工作日内更新从业禁止名单；企业注
册登记时，系统自动核验法定代表人及
高管背景，拦截有犯罪记录者，逐步形成

“从业禁止+信用惩戒+市场准入限制”
闭环监管。“以前，我们像‘救火队员’，哪
里出事查哪里；现在，系统会像‘哨兵’一
样盯着每一个风险点，让我们从被动应
对转向主动监督。”陈文斌欣喜地说道。

“食品药品安全关乎民生。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推动从业禁止名单接入全国
信用信息平台，督促形成‘一处违法、处
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格局。”浏阳市检察
院检察长罗朝阳说。

湖南浏阳：“数字哨兵”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杨家珍 李国春

“如 何 找 翻 译 从 业 人 员 、 找 规 定 、
找参考资料？以往办理涉外案件常遇到
的三个难题，现在都迎刃而解了。”近
日，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检察院检察官
胡舒琼在运用“苏检一网通”中的涉外
法治模型办理一起涉外案件后，颇有心
得地说道。

姑苏区检察院负责办理城区 6 个辖
区的涉外案件。今年 3 月，胡舒琼受理了
一起危险驾驶案，犯罪嫌疑人的母语是
韩语。胡舒琼在涉外法治模型的翻译人
才库中检索“韩语”，便迅速找到全国各
地具有资质认定的韩语翻译人员。经筛
选对比，胡舒琼从中选出一名同时具有
韩语和法律专业背景的从业人员。目前，
该案正在审查起诉中。

“我办理的外国人涉嫌犯罪案件涉
及案由最多的是醉驾，当我国具体国情
与犯罪嫌疑人国籍国国情、法律、文化风
俗存在较大差异时，需要对犯罪嫌疑人

国籍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充分了解。
以往想要查询详细、全面的涉外法律规
定，难度非常大。”胡舒琼边介绍边打开
涉外法治模型中的“涉外法治资料库”界
面，介绍这一“宝藏”功能。“涉外法治资
料库”里收录了 76 个中外文数据库网站
地址和相关检索指引，办案人员可检索
全球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资料。此
外，该资料库还汇编了 300 余个涉外法律
文件，为实务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提
供了全面的法律参考。

“因为涉外案件数量相对较少，从本
院办理的案件中获得参考的概率较低。
如今，模型的案例库收录了江苏省所有
涉外案件的文书。”胡舒琼点击按键，立
刻显示出近年来江苏省全部涉外案件判
决书，进一步搜索关键词，便可精准匹配
相关法律文书。

涉外法治模型只是“苏检一网通”平
台诸多功能中的一个。

江苏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陶国中介绍
说，“苏检一网通”上线之前，大量检察数
据分散在各个应用系统中，相互不通，难

以充分发挥数据的作用。2024 年初，江苏
省检察院开始规划、开发“苏检一网通”
平台，并于今年 2月上线。

“平台就像个超级数字工具箱。”研
发人员形象地介绍说，“苏检一网通”的
基础支撑平台是支撑软件，就像海面下
的“冰山”，检察人员“用而不觉”；数据中
台打通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的业务系
统，成为江苏省检察机关大数据中心的
坚实底座，其作用是实现数据汇集、数据
治理；建模的基础是数据，建模平台好比

“渔网”，把要用的数据迅速“打捞”起来，
专门破解人工筛查效率低、线索难找的
症结；应用平台包含数据资产门户，低代
码平台，业务、案件、质量综合管理及综
合查询和检务督察线索管理等应用系
统，打破了原来各应用系统之间的“墙”，
所有办公办案系统均实现一键登录办
理。

平台好不好用，用户最有发言权。平
台上线以来，平均每天约有 4000 名检察
人员同时在线办公办案，且使用人数在
逐渐上升。

“在办案件预警 2 件，5 月 21 日到
期 ； 本 院 通 知 拟 开 展 办 案 故 事 讲 述
会，5 月 19 日组织部门参赛干警完成试
讲；5 月 20 日完成无证运营网约车调研
信息……”5 月 19 日一上班，徐州市云
龙区检察院数字检察办公室副主任孙
丽品就习惯性地打开“苏检一网通”，
查 看 自 己 本 周 待 办 事 项 。 与 此 同 时 ，
常州市武进区检察院案件管理部主任
金丽娜也在“苏检一网通”系统界面
熟练地完成 1 件待批案件和 6 件待分配
案件的流转操作，“‘苏检一网通’让
繁杂的工作变得井然有序，大大提升
了工作效率。”金丽娜对此感触颇深。

“向上对接最高检相关应用平台，向
下联通各市级院的自建应用和数据平
台，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江苏省检察
机关大数据中心的作用，优化业务、案
件、质量综合管理及综合查询等应用系
统，为检察干警提供更多更实的工作便
利，让干警更加专注于‘高质效办好每一
个案件’。”陶国中畅谈起“苏检一网通”
的未来。

平台运行后，每天4000名检察人员同时在线

上海市崇明区检察院检察官使用无人机对耕地水稻种植情况进行取证。 黄宇怀摄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方涛 雷冉冉

“医保基金作为守护群众健康的‘救命钱’，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期盼。过去几
年，咱们辖区骗保案件多发，多亏有检察院推动加强监督，如今，辖区骗保案数量
明显下降。”近日，在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检察院召开的数字检察模型优化交
流会上，区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分享道。

事情还要从该院 2024 年 9 月办理的张某医保诈骗案说起。张某供述，因担心
交通事故赔偿款不足以覆盖治伤费用，在听闻以虚构“自己摔伤”的方式能减轻医
疗负担时，她便效仿他人填写《无第三方责任承诺书》，企图骗取医保报销。

案件后续虽已办结，但张某的话却引起了该院检察官李倩的深思：位于瀍河
区的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已发展成为区域骨伤诊疗中心，吸引豫西地区众多骨伤
患者就诊，其中不乏交通事故致伤人员。此案可能并非个例。

我国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对于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或由第三人负担、
公共卫生负担及在境外就医的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实践中
涉及第三方责任主体的创伤，在“自伤”与“他伤”的医学鉴定中存在界定模糊，客
观上为虚构伤情骗保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面对医保基金监管难题，如何在海量
的就医患者中精准锁定“张某”，成为摆在李倩及其办案团队面前的一道亟待攻克
的难题。

“医保骗保行为隐蔽性强，依靠传统人工筛查无异于大海捞针，必须借助大数
据技术构建类案监督体系。”在深入走访辖区医疗机构、细致梳理医保基金报销审
核全流程后，李倩找到了破局方向。然而，搭建监督模型需要打通交通部门、医疗
保障局、医院等多个单位的数据通道，但各单位数据格式不一、接口封闭，初期协
调阻力重重。“有的单位担心数据泄露，有的认为流程烦琐……”回忆模型研发初
期的困境，该院技术专班成员李贺说道。

破局来自一场跨单位的联席会议。2024 年 11 月，该院邀请区公安分局、医疗保
障局、相关医院等单位负责人现场磋商，明确数据共享的法律依据和安全边界。

“我们承诺获取的数据仅用于模型分析且采用脱敏技术处理，最终赢得了相关单
位的信任。”李倩介绍说。

数据整合后，更大的挑战在于构建精准的筛查逻辑。交通事故赔偿与医保报
销存在时间差，如何实现精准关联？该院以“医保类型不包含自费的数据”“无事故
责任的数据”为关键词，通过身份证号进行碰撞，比对事故发生时间和住院时间小
于 3 天的数据信息，从而筛选出案件线索，经过分析研判，对涉嫌套取医保基金的
线索移交区医疗保障局，对可能涉嫌诈骗罪的线索及时移送区公安分局，形成了
检察监督、公安侦查、行政监管三位一体的高效监管闭环。

今年 1 月，该模型在河南省检察院模型平台上架运行。与以往人工筛查需逐份
核对海量单据不同，现在依托模型“让数据多跑路”，通过算法自动抓取、分析关键
信息，让隐匿的骗保线索无所遁形。

该院也并未止步于追赃挽损。针对办案中暴露出的医疗单位审核漏洞，今年 3
月，该院及时制发检察建议，明确要求相关单位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健全内部风控
机制等。同时，该院检察官以群众身边发生的真实骗保案例为素材，深入医疗机
构、医药公司、药店等重点场所开展普法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医保基金安全
的浓厚氛围。

明明是交通事故，为何要隐瞒“他伤”变“自伤”
洛阳瀍河：多部门数据共享破解骗保监管难题

□本报记者 丁艳红 通讯员 黄萍

“强制措施不规范情形监督模型所需数据全部来源于检察业务应用
系统，数据获取便捷，用起来也简单易操作，线索推送更是精准。”近日，
贵州省安顺市检察院案管办副主任李行收到了多地检察机关复用模型
后的好评反馈。

模型源于办案。2024年 7月，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检察院案管
部门在开展数据质量检查时，发现被告人马某偷越国（边）境案可能存在捕后
超期羁押情形。经查，检察机关于 2024年 3月 8日对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公
安机关当日反馈已执行逮捕，但马某实际是 3月 27日到案后才被执行逮捕，
案件在5月17日移送审查起诉时，已超过两个月的逮捕羁押期限。

该情况属于个案还是时有发生？带着疑问，检察官倒查了近三年的
案件，发现侦查机关存在未及时解除强制措施、未反馈执行情况及未依
法撤销案件或终止侦查等问题，因线索隐蔽、传统人工核查方式效率低，
检察机关难以对上述情形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

“强制措施的适用程序和期限都有明确法律依据，且检察业务应用
系统数据能涵盖所需信息，我们可以构建数字模型，利用案卡间的逻辑
关系，设置合理的区间阈值，通过比对、碰撞，筛查出适用强制措施不规
范情形的监督线索。”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检察院检察官敏锐捕捉到
监督突破口后，及时向安顺市检察院汇报建模思路。

安顺市两级院迅速组建研发小组，业务部门和技术部门衔接配合，搭
建了集刑事拘留超期、逮捕后超期羁押、取保候审超期、监视居住超期、作
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未立即执行等 7个监督点为一体的法律监督模型。

“进入统计系统，选择对应报表，反查案件信息，筛选相应字段，计算
时间差值，再与侦查活动监督数据进行碰撞，就能得到异常线索。”李行
说，以刑事拘留超期情形为例，可先计算报表中的“执行拘留日期”与“移
送审查逮捕日期”之间的差值，若大于 30 日，说明该案件可能存在超期羁
押情形，再与侦查活动监督报表进行比对，如果侦查活动监督报表中有
该案相关信息，说明检察机关已经进行了监督，反之则说明未开展监督。

2024 年 7 月，安顺市两级院依托该模型对 2023 年 1 月以来的相关数
据进行比对，筛查出异常线索 500 余条。仅用一周时间，就核查修正案卡
填录错误 200 余件，发现侦查机关确实存在超期羁押问题 25 件。检察机关
向公安机关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 12份、检察建议 1份。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一取消三不再’，安顺市检察机关将该模型作
为持续深化监督层次、提升监督质效的有力抓手，应用模型筛查出如取
保候审超期解除、不构成犯罪不捕后对犯罪嫌疑人未终止侦查等监督线
索。”安顺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宗雨介绍说。

据悉，该模型在 2024 年 10 月上架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管理平台后，安顺市检察机关强化模型运用，定期筛查发现线索并成案。
今年 1 月至 4 月，在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并书面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时，发现
涉及对强制措施违法等深层次、实质性违法问题监督同比增加 33.57 个百
分点。

500余条线索一键筛查，羁押期限“精准控时”

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检察院检察官实地走访辖区医疗机构，系
统梳理医保基金报销审核全流程。 方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