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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检察院
公益诉讼检察官 蒋雷

日前，我院联合“益心为公”志愿者、
政协委员来到徐州市特殊教育学校（下
称“特教学校”）门前，共同对该校周边无
障碍环境建设问题整改成效开展“回头
看”工作。看着视障学生无须家长和老师
陪同，可以自行沿着盲道走到公交站，我
们深感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这还要从 2024 年 6 月的一通电话
说起。“益心为公”志愿者戴先生住在特
教学校附近，回家途中经常要穿过校门
口的马路。由于校门口红绿灯间隔时间
短，戴先生不得不在绿灯亮起时快速奔
走。正常市民尚且如此，更何况特教学
校中还有部分视障学生，这当中的危险

性不言而喻。于是，他给我打了电话。
接到戴先生电话的第二天，我和

同事到特教学校亲身感受了一番。我
们发现该校紧邻大货车出行高频路
段，校门前两条人行横道处未安装过
街语音提示装置、横跨双向 6 车道的
人行横道绿灯时长不足以保障步行完
全通过。同时，我们还发现校门口至公
交站台的盲道不连续、老旧破损，公交
站台上无盲道、无指示站牌，坡道未消
除高低差，唯一停靠的 37 路公交车内
无障碍设施欠缺。这些问题无疑成了

特教学校学生出行安全的绊脚石。
特教学生的出行安全究竟由谁来

负责？2024年 7月，我和同事与学校师
生展开座谈，走访多家单位，发现交通
信号灯时长及过街语音提示由交管部
门负责，盲道及公交站台设施由市公路
事业发展中心负责，公交车内部设施及
公交站台指示牌由市公交公司负责。该
案涉及多个部门，需要统筹协调，保障
学生出行安全。

为进一步明确职责，2024 年 8 月，
我院牵头交管部门、市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市公交公司、残联等单位召开磋商
会，明晰相关职能部门权责，共商整改
方案。磋商会上，各部门达成共识：要在
职责范围内完善学校周边无障碍设施，
最大限度消除学生上下学安全隐患。

经过为期两个月的集中整改，学校
周边无障碍环境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交管部门延长该校门前人行横道绿
灯时间至 40 秒，更新为语音、文字一体
化人行信号灯，并完善了相关交通标志
标线；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对公交站台
进行了修缮，增设盲道和轮椅坡道，顺

利畅通校门至公交站台无障碍通道，修
复不连续盲道 21 处；市公交公司在公
交站台增设盲文提示站牌，车站灯箱张
贴整幅助残公益广告，37 路公交车“变
身”爱心阳光专线，内部增设轮椅专区。
此外，公交站台智能电子站牌安装和无
障碍公交车采购已纳入交通集团年度
工作计划当中。

整改效果如何，还有没有需要改进
的地方？2024年 10月，我们邀请相关部
门召开公开听证会，同时邀请特教学校
师生现场体验整改效果。小刘今年 16岁，

是一名严重视障学生，他说：“现在，顺着
盲道我就可以从校门口直达公交站台。
过马路时，过街语音提示和延长的绿灯
时间也让我有了更多的安全感。”

希望我们的履职能让每一名残障
人士平等、有尊严地享受现代社会带来
的便利，让城市更加温暖、包容。

（整理：本报记者管莹 通讯员张
睿 王一品）

为特定群体出行加把安全锁

本报讯（记者丁艳红 通讯员雷
慧廷） 日前，贵州省兴仁市检察院检
察官在对该院办理的一起督促整治生
猪屠宰中标识不规范行为行政公益诉
讼案开展整改效果“回头看”时，发现
屠宰场已规范执行“种猪”标识制度，
每一头“种猪”都会加盖专用印章，肉
品流向可追溯。

今年 2 月，在“食药安全益路行”检
察公益诉讼监督活动中，兴仁市检察
院接到线索称，辖区有农贸市场摊贩
疑似把母猪肉当作普通猪肉销售，侵
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检察官立即对线
索展开调查核实，并向当地消协调阅
近 3 年的举报投诉记录，发现 2022 年以
来当地消协通过“12345”系统平台和电

话投诉受理了涉猪肉品质类举报 40 余
条，其中“购买到母猪肉”被反复提及。

“‘种猪’分为种公猪和种母猪，市
场上销售的绝大部分‘种猪’是母猪。
母猪肉本身并非不能销售，只因其肉
质较硬、口感差，销售时商家必须明确
标识，让消费者知晓情况。”检察官解
释道。

“因为消费者和商贩各执一词，且
商贩能够提供猪肉的《肉品品质检验
合格证》，我们没有处罚依据，只能尽
可能组织双方调解。”走访调查中，当
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告诉检
察官。

经梳理，检察官发现问题根源在
源头的检疫环节。根据《生猪屠宰肉

品品质检验规程（试行）》和《贵州省畜
禽 屠 宰 条 例》等 规 定 ，对 检 验 结 果 为

“种猪”的，必须在胴体和《肉品品质检
验合格证》上注明“种猪”标识。但通
过现场走访农贸市场，询问食品安全
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消费者等，检察官
发 现 市 场 中 交 易 的 猪 肉 虽 经 定 点 屠
宰、检疫，且取得品质检验合格证，但

“种猪”标识印章并未启用，导致消费
者并不能通过其胴体及合格证将其与
普通猪肉进行区分。

为 从 源 头 规 范 检 疫 标 识 ，3 月 14
日，兴仁市检察院依法向相关主管部
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落实肉品品
质检验管理制度，严格规范“种猪”标
识，加强对生猪定点屠宰活动的日常

监督检查；强化部门联动，提高监管效
能，依法打击涉生猪屠宰领域的违法
行为。

检察建议发出后，相关主管部门
全面排查辖区屠宰场，对未严格执行

“种猪”标识制度的责令整改；举办专
题培训班，强化从业人员责任意识，明
确检验为“种猪”的须加盖专用印章方
可上市。截至目前，各屠宰场对 150 余
头检验为“种猪”的，均在其胴体和合
格证上标注了“种猪”信息。

据当地消协反馈，整改后他们再
未接到关于“种猪”肉的消费投诉。同
时，相关部门不定期对农贸市场、超市
等场所开展突击检查，确保“种猪”肉
明示销售。

加盖专用印章让百姓明白消费
贵州兴仁：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知情权”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李泷艳

日前，湖北省巴东县检察院检察官对辖区卫生用农药经营门店进行“回头
看”时发现，卫生用农药均在专柜销售，相关经营者均建立了卫生用农药采购、
销售台账，不合格的相关产品已全部退出市场。

2024 年 5 月，巴东县检察院通过“益心为公”志愿者平台收到一条公益诉讼
线索，称辖区内某些超市将蚊香、驱蚊花露水、樟脑丸等产品与食品混放售卖，
可能存在不规范问题。随后，该院进行了初查。

“这些看似普通的日用品，实则都属于卫生用农药。”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
“卫生用农药是指用于预防、控制人生活环境和农林业中养殖业动物生活环境
的蚊、蝇、蜚蠊、蚂蚁和其他有害生物的农药。驱蚊花露水、蚊香、驱蚊水、杀虫
气雾剂、防蛀樟脑丸等都在此列。”

经调查，检察官发现多数经营者和消费者对这类产品的“农药属性”认知模
糊：货架上，相关产品与饮料、护肤品混放；账本里，卫生用农药与普通商品采购
记录混杂，也没有建立销售台账。这显然不符合《农药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一
旦出现质量问题，难以追溯源头。

“卫生用农药若与食品、日用品混放，可能引发误食、误用风险，必须从销
售端规范管理。”2024 年 5 月，巴东县检察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机关立即组织执法人员对全县 106 家卫生用农药经
营门店进行拉网式检查，排查卫生用农药门店经营不规范、卫生用农药摆放混
乱、在售卫生用农药标签不符合规定等问题，对 32 家未分柜销售的门店责令
限期整改。同时，相关行政机关广泛开展政策法规宣传，向经营者发放《卫生
用农药法律知识明白纸》和《关于规范卫生用农药专项整治的通告》等宣传单
500 余份。

卫生用农药需规范经营

本报讯（记者史隽 通讯员郑佩
娜） “生猪肉不再裸奔运输，全程冷链

‘锁鲜’，还能扫码溯源。”日前，浙江省
乐清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对生猪
运输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时，看着
整改一新的运输车队无限感慨。

2024年 12月，一辆满载生猪肉的小
型卡车在深夜疾驰。车斗毫无遮挡，冷
风裹挟着尾气和灰尘，肆意扑向裸露的
肉品……“你们能不能管一管？”“益心为
公”志愿者拍下画面，将线索反映给乐清

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
“群众的眼睛是最敏锐的‘监督探

头’。”该院结合最高检部署开展的“食药
安全益路行”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活动要
求，就生猪及生猪制品的屠宰运输问题
开展专项监督。

经实地走访、查看监控和深入调查，
事实令人心惊：在日均屠宰量超 1500头
的固定屠宰点内，日常往来运输肉品的
车辆约100辆，主要由商户或批发商自行
运输，其中有20余辆为敞篷运肉车。

这些刚屠宰好的肉品在运输中直接
与灰尘、尾气接触，有加速变质或污染的
风险，而数小时后，它们将直接流入周边
的菜市场、餐饮店。

“根据相关规定，运输生猪产品要使
用专用运输工具，并要根据产品特点保
持适宜温度，明确不得敞开运输生猪
肉。”检察官认为，敞开运输生猪肉增加
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给消费者带来潜在
的健康危害，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今年 2 月，乐清市检察院向相关职

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
动物屠宰运输管理职责，对辖区内猪肉
屠宰运输情况开展专项整治，并依法查
处违法行为。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
能部门高度重视，立即开展整治工作。
经过整治，相关职能部门关停设备简陋
的小型屠宰点 4 家、禁运不达标运输车
20 辆、升级封闭运输车 60 辆，对生猪制
品屠宰、运输和销售人员开展现场指导
10次。同时，所有肉品均附二维码，支持
养殖、检疫、屠宰及流通的全程溯源。

全程冷链“锁鲜”，还能扫码溯源
浙江乐清：督促整治“敞篷运肉车”确保食品安全

□本报记者 郝雪 通讯员 程倩雯 乔小妮

日前，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检察院检察官在辖区某游泳馆对其规范经营情
况开展“回头看”时，一名带着孩子来游泳的母亲对检察官说：“现在送小孩来这
里游泳，一眼就能看到卫生许可证和当天的水质检测报告，很干净很规范。”

2024 年 8 月，秦都区检察院检察官走访辖区游泳馆时，有市民向其反映：“不
知道为啥，我家小孩来这里游完泳之后，总觉得身上痒痒的，是不是水质有问
题？”检察官初步调查发现，辖区 9 家游泳馆中有 4 家存在问题，具体表现为无水
质管理员、工作人员健康证过期、无公共卫生用品检验合格证、救生人员配备不
足等，存在公共场所安全隐患。

2024 年 11 月，该院向卫健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公共场所卫
生监督管理职责，及时督促涉案游泳馆进行整改，并加强对辖区内公共场所卫
生的日常监督。同时，该院向文旅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高危险
性体育项目监督管理职责，消除涉案游泳馆安全隐患。

收到检察建议后，卫健部门要求涉案游泳馆立即制定应急预案，配备足
够数量的救生员、水质管理员；对所有员工进行现场应急模拟演练及培训，
增强员工的应急处置能力；联系生产厂家索取公共卫生用品产品检验合格资
料，确保使用的消毒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文旅部门则立即安排执法人员进行
全方位调查取证，针对存在的问题要求涉案游泳馆立即整改。

2024 年 12 月，该院跟进监督了解到，除了一部分游泳馆因季节原因冬季停
止营业，其他涉案游泳馆均已整改完毕。2025 年 5 月，经卫健部门、文旅部门排
查，这部分重新营业的游泳馆也已整改完毕。

水质有保证，群众放心游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潘正军 马骏浩

“俺就一个字：中！”日前，河南省巩义市检察院检察官对全市月子中心开展
公益诉讼“回头看”时，一位宝妈表示她在月子中心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整体感
受非常好。

近年来，月子中心作为母婴消费新业态，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接受。月子中
心宣称具备舒适的居住环境、专业的母婴护理、科学的膳食搭配，事实真的如
此吗？2025 年 2 月，巩义市检察院结合最高检部署的“食药安全益路行”检察
公益诉讼监督活动，对全市月子中心开展调查。检察官调查发现，有的月子中
心在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向宝妈提供餐食，有的月子中心未按规
定执行食品留样制度，还有的月子中心工作人员健康证过期。

为尽快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3 月 11 日，该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
议，督促其积极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强化日常监管和法治宣传，推动母
婴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收 到 检 察 建 议 后 ，相 关 行 政 机 关 高 度 重 视 ，立 即 对 全 市 月 子 中 心 进 行
排 查 ，并 以 约 谈 、指 导 等 方 式 对 存 在 问 题 的 月 子 中 心 进 行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教
育 ，提 高 母 婴 服 务 机 构 经 营 主 体 责 任 意 识 。 目 前 ，相 关 月 子 中 心 均 整 改 完
毕，配备了专门的食品留样柜，严格执行 48 小时留样制度，工作人员均办理
了健康证。

月子中心的变化

日前，湖北
省巴东县检察
院检察官深入
辖区商超，就办
理的督促规范
卫生用农药经
营案开展“回头
看”。

□本报记者 张博
通讯员 舒静婷 赵欢

2025 年 5 月，重庆市涪陵区某乡镇
的一片农田里，一人高的玉米秆在微
风中沙沙作响。村民老周抓起一把黝
黑的泥土用力攥紧，湿润的土粒从指
缝间渗出：“十年了，这地终于又‘活’
过来了！”这片重获新生的耕地，曾是
混凝土搅拌站非法盘踞的“伤疤”。

耕地“复活”的背后，是涪陵区检察
院持续三年的公益诉讼攻坚。一根根挺
拔的玉米秆，不仅扎进了复垦的土壤，更
是法治扎牢耕地保护“红线”的见证。

6 月 5 日，最高检发布生态环境和
资 源 保 护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起 诉 典 型 案
例，这起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

十年顽疾，检察建议精准亮剑

“几台锈迹斑斑的搅拌机轰鸣震颤，
粉尘遮天蔽日，黢黑的泥浆裹着砂石吞
噬田埂！”2022 年 5 月，涪陵区检察院检
察官的日伍且在“公益诉讼助力乡村振
兴”专项巡查中，被眼前的场景刺痛。

更让他震惊的是，在调取规划运用
系统数据比对时，这片被搅拌站“盘踞”
的空地，其土地性质竟为“基本农田”。

“这类站点本应是为乡镇基础设
施建设临时自用，不能改变土地性质
和对外销售。”的日伍且解释道，“资料
显示，涉案搅拌站不仅非法经营，其场
地建设和生产活动更导致土地硬化、
压实，破坏了耕地生产条件。”

经评估，涪陵区检察院迅速成立
办案组立案监督。随着调查深入，结果
更令人震惊：自 2012 年起，24 家企业在
涪陵区 13 个乡镇非法设立搅拌站，非
法占用农用地 40 余亩，其中耕地 30.38
亩。不仅如此，24 个搅拌站中，有 13 个
搅拌站未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触目惊心的数据背后，暴露出审
批监管虚置、执法各自为政、处罚隔靴

搔痒三重沉疴。
时不我待。2022 年 7 月至 9 月，涪

陵 区 检 察 院 向 相 关 单 位 发 出 检 察 建
议，要求严查违法行为，督促企业恢复
土地原状，并加强土地流转监管与耕
地、林地保护。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单位立刻
行动。2022 年 10 月，有关单位书面回复
称违法搅拌站的建（构）筑物已全部拆
除，复耕工作完成，相关企业的违法行
为也已立案调查。

“纸面整改”，提起诉讼一追到底

书面回复看似给案件画上句号，
但检察官心里清楚：“土地有没有真正

‘活过来’，得用脚去量，用眼睛去看。”
2022 年底至 2023 年中，办案组先

后 23 次赴该地块，带着无人机航拍设
备，对前述案件开展跟进调查。其间，
发现涪陵区两个乡镇的两处搅拌站，
在检察建议发出后仍非法占用耕地、
林地从事生产活动。

在现场，检察官铲开表层薄土——
碎石混凝土层赫然在目。

“从 2022 年 8 月到现在，卫星地图
显示这个区域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办

案组使用 GIS 遥感技术进行数据比对，
发现上述搅拌站依然矗立在原地。

“这不是复耕，是给耕地‘盖遮羞
布’！”2023 年 9 月、10 月，涪陵区检察院
分别对负有监管职责的两家行政职能
部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继续履
行监督管理职责，查处非法占用耕地、
林地行为。

2023年 10月 8日，涪陵区法院法庭
内庄严肃穆。电子屏同步呈现卫星图时序
对比——2012 年农田翠绿、2020 年水泥
硬化、2023 年“整改后”依旧灰白。检察
官指尖划过不同年份的同坐标地块。

庭审中，双方围绕被告是否履行
法定职责、案涉耕地是否有效修复等
焦点进行辩论。

“虽然搅拌站目前已经拆除，但我
们通过勘查发现现场并没有修建排水
沟 及 其 附 属 设 施 ，存 在 水 土 流 失 隐
患。”的日伍且指出，“所谓的复耕只是
表层覆土，土壤中混合了砾石，厚度也
明显不符合复耕标准。除此之外，耕地
中仍有 2 处建筑物未依法拆除，种种证
据均显示被非法占用的农用地未达到
复耕条件。”

面对铁证，被告单位认可检察机
关意见，承诺继续修复并重新申请复

耕验收。

系统治理，消除非法占用乱象

判决不是终点，而是根治的开始。
2023 年 10 月，一场前所未有的“土

地救治”行动开启。
挖掘机将板结的土壤硬块打散、

翻转，随后人工筛出土壤中的碎石、碎
砖等建筑垃圾，再根据土壤检测结果，
均匀撒入有机肥料和改良剂。翻松后
的 泥 土 变 得 松 软 、黝 黑 ，抓 一 把 在 手
里，湿润而富有弹性。

“有土腥味了！这才是活土地啊！”
2023 年 11 月，涪陵区检察院、涪陵区法
院、相关职能部门对整改情况核实后
认为，相关单位已积极履行农用地保
护职责，案涉农用地符合土地复耕验
收质量标准，社会公共利益已得到全
面保护。

更深刻的变革在法庭外发生：相关
行政职能部门加大执法力度，继续督促
拆除整改工作，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开
展摸排调查，一旦发现非法占用土地的
违法行为，及时报告、及时查处，确保耕
地得到有效保护。同时，设立醒目的耕
地保护标识牌，明确土地性质，扫码即
可举报侵占行为；利用卫星遥感与网格
员定期巡查，分月度和季度判读变化区
域发现问题。

改变不止于土地。2024 年 2 月，涪
陵区检察院的专题报告引发涪陵区委
高度重视，区政府随后出台的《关于强
化混凝土搅拌站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
工作的意见》更亮出了一套组合拳：要
求强化部门协调，持续开展混凝土搅
拌站规划用地执法检查，切实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

至 2024 年 4 月，涪陵区 71 个非法
占用农用地的混凝土搅拌站被拆除。
至此，混凝土搅拌站非法侵占农用地
的乱象在武陵大地得到有效整治。

“诉不是目的，治才是根本；但无诉
之威，则治必失刚！”涪陵区检察院检察
长陈荣鹏说，当检察建议遭遇“纸面整
改”，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必须敢于亮
剑。守护耕地，就是守护民生根基。

十年伤疤地，如今玉米田
重庆涪陵：以诉的刚性推动长效治理搅拌站非法占地顽疾

2025 年，重庆市涪陵区检察院办案组成员对非法侵占农用地整改情况再次进
行“回头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