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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江苏省新沂市检察院
公益诉讼检察官 魏婧婧

“求救很难”——在一次与新沂市
聋协主席、特殊教育中心学校聋人教师
索菲菲的交流中，她向我倾诉了残障人
士求救的困境。从她口中，我还听到一
个令人揪心的真实案例：一名聋哑老人
突发身体不适，却因为听力言语障碍，
无法通过 120 热线求救，只能挺到家里
人回来才就医。

这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带着这样
的疑问，我走访了急救中心、医院、特殊
教育学校等地，深入了解后发现，不少残
障人士都出现过急救求助困难的情况。
为推动问题系统性解决，我决定向上级
检察院汇报。

“全市现有持证听力残疾人 12725
人、言语残疾人 1004 人，建议督促完善
紧急呼叫系统无障碍功能……”2024
年 7月，徐州市检察院在对全市特定群
体无障碍环境开展调研后发现，“求救
很难”是众多听力言语障碍群体共同的
隐痛，也是亟待填补的服务盲区。随
后，徐州市检察院向该市卫生健康委发
出检察建议，督促其推进医疗系统无障
碍环境建设提档升级，包括填补这片

“无声”的空白。
很快，徐州市卫生健康委回复称，

将组织建设供聋哑人等特定群体使用
的呼救渠道。获悉这一消息后，我不断
问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带着“如何让
系统更贴合实际需求”的疑问，我联合
手语翻译、特殊教育教师等力量，进一
步走访残障人士。

“如果残障人士在农村地区无法准
确描述位置怎么办？”“还有一些老年残
障人士不识字，更不会打字……”在与
新沂市卫健部门、残联开展的联络会
上，我提出了不少具体建议，希望可以
更好地完善呼救系统的功能架构。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今年 3 月 15
日，徐州市首个急救便民服务系统正式
上线。该系统依托“新沂市急救 120”
微信小程序，新增文字呼叫、视频求助、
精准定位等功能，让特定群体的紧急需
求得以“可视化”传递。

系统上线后，我也提示职能部门要
做好普及工作。5 月，一场推广活动在
120急救医疗站开展。

“选择‘听障人士呼救’功能，发出
呼救信息后，120 指挥调度中心将就近
调度救护车出诊。”现场演示时，工作人

员点击呼叫按钮的瞬间，系统已通过用
户授权的定位功能自动锁定呼救人所
在楼栋单元，同步启动的视频通话功
能，也让急救医生能实时指导自救。

在手语老师的指导下，两名听障人
士代表通过小程序发起模拟呼救。当
120指挥调度中心的屏幕上即时显示文
字求救信息时，我听到现场观摩的新沂
市人大代表冯宪宝感慨：“这是真正把

‘救命’按钮交到了特定群体手中。”
近日，我在与新沂市卫健部门进行

工作对接时了解到，该系统上线以来，

已成功为多名残障人士打通了求救通
道。从说不出口的无声呼救，到实时传
递的文字信息；从孤立无援的漫长等
待，到“3 秒内响应”的精准救援……我
想，这张用科技与温情编织的生命保障
网，正在打破“无声”的桎梏，让每一份
求助都能及时被听见、看见。

（整理：本报通讯员丁鑫）

打破“无声”桎梏，他们求救不再难

□本报通讯员 洪凌霄 应舒怡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漳州城市职
业 学 院 多 了 一 个 高 山 族 非 遗 传 习 中
心。该传习中心主要教授高山族拉手
舞、高山族抛陀螺等非遗课程，培养
非遗传承人才。当天，华安县检察院
专门组织人员前往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参加该传习中心的揭牌仪式。揭牌仪
式上，高山族拉手舞市级非遗传承人
张金梅成为该传习中心特聘导师。

继 罗 丽 珠 高 山 族 服 饰 工 作 室 之
后，高山族拉手舞、高山族抛陀螺等
高山族非遗也走进了院校，绽放新的
色彩。这样的场景，很难让人联想到
3 年前这里的高山族非遗一度陷入发
展困境。

照见文化传承的困境

高山族是台湾南岛语系各族群的
一个统称。高山族人民主要居住在台
湾地区，也有少数散居在福建等沿海
地区。华安县是大陆高山族同胞聚居
最多的县，高山族拉手舞、高山族抛
陀螺、高山族服饰等高山族非遗为华
安县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也促进了当
地经济发展。

然而，2022 年 1 月，华安县检察院
在开展福建省检察院部署的文物和文
化遗产保护专项监督中发现，当地高
山族拉手舞、高山族服饰制作传承人
为生计外出打工，无力传承该非遗。

“最困难的时候，整个舞蹈队没
几个人。”作为高山族拉手舞市级非
遗传承人，张金梅颇为无奈。检察官
经多次走访、座谈发现，高山族非遗
传承人受经济压力和社会环境变化影
响，不得不长期外出务工维持生计，
导致传承精力分散。同时，因缺乏相
关保障和传承机制，系统化传承工作
常因学徒招募难等情况停滞，高山族
非遗传承保护面临困境。

圆桌边的法治之光

保护刻不容缓，其更深层的逻辑藏
在文化认同里。2022年 4月 14日，华安
县检察院组织召开圆桌会议，把相关职
能部门的负责人和高山族非遗传承人
请到同一张桌前，共商保护措施。

会议室里气氛热烈，众人对如何
深化非遗保护工作畅所欲言。“法律
给了我们接住文化传承的‘手’，但
需要所有人一起张开臂膀。”检察官
的话让与会人员深有体会。

会后，华安县检察院依法向该县

文体旅局送达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
议后，华安县文体旅局及时整改、落
实职责，推动高山族非遗进校园、融
入世界文化遗产土楼文化。随后，该
院 与 华 安 县 文 体 旅 局 会 签 了 协 作 机
制 ， 联 合 开 展 高 山 族 非 遗 保 护 工 作

“回头看”，实现检察监督与依法行政
同向发力。

“ 检 察 建 议 不 是 终 点 ， 而 是 起
点。”检察官的承诺，在后续几年里
不断被验证。

2024 年 10 月，华安县检察院与县
政府建立府检联动工作机制，召开联
席会议，将高山族非遗保护纳入重点
工作任务。同年 11 月，该院向县政府
提交《关于加强高山族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和保护的建议》专题报告，提出
职能部门凝聚合力、院校资源持续助
力、宣传推广增强活力等多项建议。

华安县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
指定分管副县长牵头，组织文体旅、
民宗、市场监管等部门共同发力，积
极落实建议内容并纳入政府督察，与
检察监督协同形成强大的保护合力。

喜人的是，在各方的共同履职推
动下，高山族非遗保护取得了一定成
效——高山族服饰制作传承人罗丽珠
成功申请了 2 套原创作品国家版权登

记；高山族抛陀螺被列入漳州市第十
批市级非遗项目；高山族舞蹈表演队
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

转动的文化同心圆

得知漳州城市职业学院揭牌成立
高山族非遗传习中心时，罗丽珠正在
高 山 族 服 饰 工 作 室 指 导 学 生 创 作 。

“这真是个好消息。以前总是担心找
不到传人，现在有了这么多学生，我
心满意足。”罗丽珠笑着举起一条绣
着高山族图腾的绶带说。这条绶带是
学 生 们 课 后 设 计 的 文 创 产 品 ， 广 受
好评。

高山族非遗走进院校，是府检联
动机制的实践成果。眼下，不仅漳州
高新技术学校设立了罗丽珠高山族服
饰工作室，漳州城市职业学院设立了
高山族非遗传习中心，漳州开放大学
更是将高山族抛陀螺融入社区教育、
老年教育等线上线下课程。

“ 非 遗 保 护 非 一 家 之 力 能 实 现 ，
我院针对难点堵点问题，会同职能部
门链接社会资源，为高山族非遗保护
提供有力支持。”该院检察长张伟华
举例说，该院推动漳州市人大代表、
市 政 协 委 员 在 2025 年 漳 州 市 两 会 期

间，以建议、提案形式助力高山族非
遗传承和保护。随后，相关建议、提
案由漳州市文体旅局办理，持续加强
高山族非遗传承、保护和推广。该院
还助推高山族拉手舞登上央视 2025 年
非遗晚会、央视 《非遗里的中国》 节
目；推动高山族非遗在今年“五一”
期间走进漳州古城，借力古城人气扩
大影响力……

这正是华安县检察院谋划推动的
“文化同心圆”，其更深的融合则在制
度层面生长——该院聘请 5 名高山族
同胞担任“益心为公”志愿者、听证
员等，参与相关检察履职活动，为高
山族非遗保护提供助力。

“从前觉得法律很遥远，现在知
道它能守护我们的根。”高山族听证
员 王 女 士 感 到 十 分 荣 幸 。 而 她 的 感
受，也是大多数高山族同胞的体会。

目前，该院已推动形成了“政府
系统保护+检察协同推进+社会联动支
持”的工作格局，实现高山族非遗的
全方位保护。

初夏的夜晚，在高山族特色村寨——
华安县送坑村，村民在广场跳着高山
族拉手舞，音乐在夜空流转；广场边的
法治宣传栏静静伫立，似在诉说“每段
文化记忆都该有法治的温度”。

“高山”薪火何以长明？
福建华安：以法治聚力守护高山族非遗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胡传仁 陈蔚

夏日，阳光洒满大别山余脉。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烈士陵园内，新迁入的杨
文俊烈士墓前，信阳市平桥区检察院检察官陈洁将几束鲜花静静放好，然后仔细
查看周边环境，细细感受陵园内庄严、肃穆的气氛，心中充满对革命先烈的景仰
和敬畏。

2024 年 11 月，平桥区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称，辖区内存在零散烈士墓
管护缺失问题。接到线索后，该院立即行动。走访中，检察官发现杨文俊烈士墓
因行政区划调整，陷入“三不管”地带。彼时，墓碑残破不堪，周边杂草丛生，墓体
几乎被掩埋。

通过查阅地方志，检察官了解到，杨文俊烈士生前系新四军五师排长，他于
1942 年加入新四军，多次投身大别山区的游击战争，屡立战功，在一次为组织送
信途中不幸被俘，最后壮烈牺牲。当地群众偷偷将杨文俊烈士的遗体安葬于山
野之间。组织得知后，将杨文俊烈士遗体运回其家乡。

平桥区检察院迅速启动公益诉讼程序，依法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
议，督促其切实履行对英烈的保护职责。该院副检察长郭锁介绍：“我们积极
协调 4 个部门先后召开 3 次联席会议，充分听取烈士遗属和人大代表的意见建
议。”经慎重研究，相关行政机关决定将杨文俊烈士遗体迁葬至国家级烈士纪
念设施——何家冲烈士陵园，并特意选取了向东的一块墓位，寓意“朝阳永
续”，象征着英烈精神永放光芒。

今年 3 月 30 日清晨，大别山余脉笼罩在薄雾之中。何家冲烈士陵园内，杨文
俊烈士遗体迁葬仪式顺利举行。80 多岁高龄的杨文俊女儿颤抖着双手，将一束
白菊轻轻放在墓碑前，眼含热泪说道：“父亲牺牲时，我才两岁……现在，不仅父
亲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我们亲人祭奠他也方便多了。”

“父亲牺牲时，我才两岁……”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周晶

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检
察院持续监督下，该区三道沙河村露
天堆放的 7.7 万余立方米建筑垃圾终于
得以清理。近日，该案入选最高检发
布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公益诉
讼起诉典型案例。

2024 年 3 月，九原区检察院在履职
中发现：在三道沙河村露天堆放着大
量砖头、石块、沙土，影响村民生活环
境。“当时现场的情况比较震撼，建筑
垃圾占地面积大，还有生活垃圾混杂
其中，风一吹就尘土飞扬，周边住户窗
户上全是厚厚的灰尘。”检察官对于当
时看到的场景仍记忆深刻。

九原区检察院技术人员利用无人
机航拍确认垃圾数量、范围，检察官向
相关单位调取书证，最终查明：2022 年
政 府 启 动 三 道 沙 河 村 的 征 地 补 偿 工
作 ，涉 及 126 户 ，拆 迁 建 筑 物 占 地

132.76 亩，拆迁后原址露天堆放大量砖
头、石块、沙土等建筑垃圾，粉尘污染
严重，部分区域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
混同堆放，形成复合型污染源，影响周
边群众生产生活。

为进一步厘清职责，该院组织了
公开听证，明确由属地政府对涉案垃
圾依法处置。2024 年 5 月，九原区检察
院向属地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
对三道沙河村内建筑垃圾未清理及生
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混同的行为依法履
行监管职责，及时彻底清运该处垃圾，
净化群众生活环境。

此后，九原区检察院持续跟进监
督，发现生活垃圾已经清理，但是长期
堆放的建筑垃圾仍未清理。该院拟对
属地政府提起诉讼，但在审查起诉阶
段发现，2024 年 8 月 23 日九原区政府
发布了权责清单目录，将违法处置建
筑垃圾的行政处罚权赋予城市管理执
法部门。那么，属地政府是否应该继
续 履 职 ？ 检 察 机 关 是 否 要 变 更 监 管

主体？
经研究，九原区检察院决定采取

“三步走”策略，首先，对原行使职责行
政机关提起确认违法之诉，为后续监
督提供依据；其次，对承接职责的新行
政 机 关 立 案 调 查 ，制 发 检 察 建 议 ；最
后，如果新行政机关整改不到位，及时
提起诉讼。

2024 年 9 月，九原区检察院对属地
政府提起诉讼。庭审中，检察官明确
表示：“属地政府自收到检察建议至整
改期限届满，都是涉案建筑垃圾的监
管部门，但其未依法履职致违法行为
持续存在，应确认其未依法履职系违
法。”经审理，法院支持检察机关的诉
求，确认属地政府未依法履职系违法。

同时，九原区检察院对城管执法
部门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制发检
察建议，城管执法部门认为涉案问题
系历史遗留问题，应由原监管部门继
续履行职责。九原区检察院认为，根
据权责一致原则，新承接监管职责的

行政机关应当对管辖范围内的所有问
题负责，包括历史遗留问题，遂于今年
1月对城管执法部门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期间，城管执法部门积
极采取整改措施履行监管职责，全面
清理三道沙河村内建筑垃圾 7.7 万余立
方米。今年 3 月，九原区检察院邀请听
证员、人民监督员、“益心为公”志愿者
等赴现场“回头看”，确认涉案建筑垃
圾已清理完毕。鉴于此，法院裁定终
结本次诉讼。

据悉，针对辖区建筑垃圾乱堆等
问题，九原区检察院还向相关行政机
关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相关行政
机关采纳建议，目前已新建 1 处总容量
为 10万立方米的垃圾消纳场所。

“公开听证凝聚共识，跟踪监督确
保实效，两次诉讼体现专业担当。建
筑垃圾清走了，美丽乡村回来了，这样
的司法实践真暖民心。”一名全程参与
案 件 办 理 的“ 益 心 为 公 ”志 愿 者 称
赞道。

126户拆迁滞留垃圾清零

2024 年 9月，福建省华安县检察院检察官走访高山族服饰制作传承人罗丽珠，了解高山族非遗保护情况。 □本报记者 满宁 通讯员 沈舟华

“您本次停车 3 小时 5 分钟，收费金额 0 元。祝您一路顺风。”近日，在重庆磁
器口景点附近一停车场，一辆汽车从无障碍停车位径直驶向道闸处，摄像头自
动识别号牌后抬杆放行。

如今，在拥有磁器口等诸多热门景点的重庆市沙坪坝区，该市下肢残疾人
驾驶的专用车辆均可免费停放，且无需“亮证”。

“偌大的磁器口，找不到一个可用的无障碍停车位……”今年 3 月，沙坪坝区
检察院收到“益心为公”志愿者反映。同时，该区残联也反映称：有的下肢残疾
车主在停车时被收停车费。

沙坪坝区检察院就上述问题立案调查。检察官实地走访后发现，部分公
共停车场未对残疾人停车减免费用，部分无障碍停车位缺乏引导标识还被普
通车辆占用。“每到停车离场的节骨眼，免不了都要亮出残疾证、驾驶证、身份
证‘三证’。”沙坪坝区肢体残疾人专门协会主席、红岩志愿者周幸荣表示。

“辖区 160 个停车场，除了职能部门直管的 8 个，其余有运营方代管的、有物
业方运营的，经营主体多导致政策落实存在困难。”2025 年 4 月，该院向有关部门
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全面履职，加强管理指导，促进无障碍停车位规范设置和
有效管护。

对停车场科学规划、合理设置残疾人专用停车位、每周按不低于 20%的比例
抽查收费人员政策知晓度……检察建议发出仅 1 个月，专项整改工作基本完
成。但是，整改合不合格，还得当事人说了算。5 月 13 日，检察官前往沙磁巷停
车场等多个停车场开展验收，周幸荣受邀对各个停车场无障碍设施整改效果
打分。

“标识放在这里不够醒目。”“不知道这一层哪几个车位是无障碍停车位，找
起来有点麻烦。”……结合周幸荣反馈的意见，有关部门继续对不足之处限期
整改。

在检察建议推动下，当地多部门联动完成 14 批残疾人车辆信息录入与 11 次
停车收费人员政策培训工作，及时收集新增残疾人专用车辆信息，实现辖区内
残疾人免费停车全覆盖。

而今，沙坪坝区停车场均在车辆驶入口张贴了无障碍停车位指示图，墙壁
醒目处也贴着指引标识，地面更是新增轮椅通道线与无障碍标志。

残疾人免费停车全覆盖

针对城区窨井盖破损、松动及井内安全防护网缺失等问题，四川省剑阁县
检察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对 30 余处缺失或损毁的井盖消除
安全隐患。日前，为做好夏季汛期安全隐患排查，严防汛期“井盖吃人”事件发
生，剑阁县检察院对整治效果进行“回头看”。针对 3 处有问题的井盖，检察官与
相关行政机关沟通后，已对其进行了更换。

本报记者李敏 通讯员赵莉摄

严防汛期“井盖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