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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本溪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志强：

检察机关在本溪湖工业遗产群保护案中展现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历史担当。面对产权复杂、企业拒修的困境，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激活法律刚
性，推动专项资金落地，让百年洗煤楼重焕生机。这一实践不仅守住了工业文
明的根脉，更为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提供样本。建议进一步完善文物保
护补偿机制，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修缮新模式，让更多濒危遗产在法
治护航中“活起来”。

◆辽宁省人大代表、辽宁省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公路服务中心奚堡忠
平道班班长赵忠平：

工业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
表，检察机关依法提起诉讼，及时为文物受损写下“休止符”，有力保障了文物
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希望检察机关继续保持这种担当精神，在文物保护等
更多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守护好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瑰宝。

◆辽宁省人大代表、辽宁省本溪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中心部长王瑞：

从发现问题到推动解决，检察机关展现出专业素养与高效执行力。他
们准确把握法律适用，针对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修缮难题，精准发力，依
法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让濒危的第三洗煤楼重获生机，为工业遗产保
护筑牢法治防线。

2025年 7月 7日 星期一

编辑/张子璇 校对/何欣

电子信箱：minzhuzuyin@126.com

”

“建议针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矫治规范
化，一是完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标准；二是强
化部门协调与衔接；三是创新丰富干预矫治措施；
四是完善家庭、学校和社会支持体系。通过制定分
级干预的规范性文件，更加精准地应对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问题，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环
境，也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有力保障。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未成年人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在不良因
素影响下，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发生率上升，性质愈发恶劣。

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难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提交了“关于加快
制定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规范性文件的建议”，希望有关部门加
快制定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的规范性文件，以推动未成年人矫
治教育机制工作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行为。

我通过调研发现，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缺乏明确统一标准，
相关规定分散于多部法律法规，分级笼统，缺乏清晰层级划分和递进衔
接。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干预需要各单位各领域合作施力，但实践中接续
不畅，难以形成合力。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帮教矫治过程中，家庭、学
校、社区等社会力量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现有干预措施主要为法治教
育、心理疏导、公益服务等，缺乏针对性和差异化，未充分考虑未成年人
身心特点、罪错行为原因及性质等因素，难以有效满足不同未成年人矫
治需求，导致干预效果不佳。

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检察机关秉
持“教育+惩罚”“办案+关爱”“吸收社会力量+帮扶”的“三个+”原则办
理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实践中也暴露出家庭监管
缺失、社会力量参与不足、部门协调不畅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全国范围
内具有普遍性，反映了我国未成年人罪错分级干预工作中的冷热不均，
效能未得到充分发挥。

针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矫治规范化，我根据调研实践，提出四
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完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标准，对未成年人罪错
行为性质分为轻微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三类。二是
强化部门协调与衔接，建立由政府主导，教育、民政、司法行政、公安等
多部门参与的未成年人罪错分级干预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
三是创新丰富干预矫治措施，综合运用心理辅导、行为矫正、职业技能
培训、社会服务等方式，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矫治。四是完善家庭、学校
和社会支持体系，对不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家长，依法予以教育和处
罚，学校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鼓励社会组织、志愿
者等社会力量参与罪错未成年人帮教矫治工作。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的未来，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
与稳定。通过制定分级干预的规范性文件，我们可以更加精准地应对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为孩子们的健康成
长创造更好的环境，也为社会的长治久安
提供有力保障。

（整理：本报记者韩兵 通讯员王奥
琪 于娜）

推动未成年人罪错
行为分级矫治规范化

讲述人：杨会军

□本报记者 刘钊颖

在辽宁本溪，有一处中国近现代工
业发展的见证者——本溪湖工业遗产
群。它位于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始建于
1905 年，包含 8 处遗址，近 20 个单体，完
整保存了采煤、冶铁等大工业生产流程
及相关设施。2013 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 年入选国家第
一批工业遗产名录。

然 而 就 在 遗 产 群 内 ，一 栋 重 要 建
筑 ——本钢一铁厂旧址第三洗煤楼却
因其所属公司不同意维修建议陷入修缮
困境。怎么办？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一
场文物抢险拉开了序幕。

2023 年，本溪市检察院收到有关部
门移送线索称：“因企业停产闲置后疏于
管护等问题，第三洗煤楼存在损毁危险，
且文物所有人没有修缮能力。我们了解
情况后依法申请补助资金用于该文物修
缮工作，但文物所有人拒绝接受帮助，使
文物保护工作难以继续开展。”

收到线索后，本溪市检察院协同文
物所在地的溪湖区检察院进行初步调
查，通过实地勘查、调取档案等进一步查
实，第三洗煤楼产权所属单位为某有限
责任公司。2021 年 7 月，经有关部门委托
专门机构鉴定，认定第三洗煤楼安全等
级为 C 级、D 级，有损毁危险，须及时采
取措施。由于该公司资金不足无法修缮，
有关部门根据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组织制定了修缮设计方案、设计施工图
纸，依法申请到国家文物修缮专项资金
985 万元，并于同年 11 月向该公司提出
提供资金、委托文物修复机构帮助修缮
的建议。双方因修缮设计内容分歧，该公
司既不接受有关部门提供的帮助，也不
同意启动修缮工作。

“不同于以往办理的行政公益诉讼
文物保护案件，这次的情况十分复杂，不
仅需要对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管理者拒
绝政府帮助修缮文物的行为明确定性，
还要最大限度推动文物修复工作。”本溪
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李妍告诉
记者。

经前期调查，2023 年 10 月，溪湖区
检察院依法进行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同
年 11 月发布公告。同年 12 月公告期满
后，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考虑到第三
洗煤楼修建较早，且产权经过多次变化，
溪湖区检察院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协
作，获取有关证据材料，并邀请某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市人大
代表座谈，详细了解该公司股权改制等
情况及开展文物修缮存在的问题。

2024 年 6 月，溪湖区检察院将该案
移送至本溪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 7
月 30 日，本溪市检察院对某有限责任公
司未履行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责任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为保证修缮工程顺利
进行，该院将有关部门列为第三人，建议
某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消除危险和修缮责
任，积极配合第三人出资完成对第三洗
煤楼建筑本体的修缮工作，共同履行全
面保护义务。同日，法院依法立案。

2024年 11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邀
请人大代表现场旁听。通过释之以法、晓
之以理的充分交流，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人充分认识到涉案文物的珍贵属性和重
要价值。在法院的主持下，本溪市检察院、
某有限责任公司和有关部门三方达成调
解协议，该公司负责人同意接受政府帮
助，配合完成对第三洗煤楼的修缮施工。

今年 3 月，本溪市检察院与有关部
门邀请 6 名全国、省级、市级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一同到第三洗煤楼现场查看整
改 情 况 。截 至 目 前 ，修 缮 工 程 已 完 成
60%，修缮工作将持续开展。

洗煤楼抢险记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龙煤集团七台河矿业公司龙湖煤
矿支柱厂副厂长 杨会军

本报讯 （记者管 莹 通讯员刘 作
城 李露露） 补植的 5000 余株女贞树
在海风中傲立，12 件公益诉讼检察警示
案例在海洋保护法治长廊集中展示，让
人们对海洋生态保护产生更多警醒……
近日，江苏省检察院邀请部分全国及江
苏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视察调研江
苏 省 滨 海 县 生 态 检 察 工 作 ， 其 间 ， 滨
海 县 “ 月 亮 湾 ” 海 洋 生 态 保 护 基 地 给
代 表 委 员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据 滨 海 县 检
察 院 检 察 长 李 玉 刚 现 场 介 绍 ， 基 地 建
设 资 金 主 要 来 源 于 该 院 办 理 的 一 起 污
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的生态
修复赔偿金。

2023 年 1 月，滨海县检察院在办理
赵某某污染环境案中发现，处理湖北省
黄石某制药公司母液废水的赵某某没有
相应资质和能力，直接用槽罐车将 1700
余吨母液废水运输至滨海县境内随意倾
倒，严重污染生态环境，侵害了社会公
共利益。

赵某某污染环境的行为应当承担刑
事和民事责任无疑。但是，仅起诉无赔
偿能力的个人难以有效实现公益保护目
的。受损的生态，到底由谁来买单？

随后，检察机关查明，该制药公司

委托处理的废液属于 HW02 医疗废物，
按照市场行情每吨处理费用在 3000 元，
但 是 该 制 药 公 司 委 托 处 理 的 价 格 仅 为
1000 元左右，并且经层层倒手，到赵某
某手中时每吨仅有 450 元，该制药公司
作为上游企业，虽然不明确知道赵某某
污染环境行为，但该公司将废水交由不
具有处理资质的个人非法处置，放任他
人“一倒了之”，根据民法典规定，应当
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为确保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滨海
县检察院充分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在
依法追究赵某某刑事和生态损害赔偿责
任的同时，追加黄石某制药公司为被告，
要求连带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

由 于 该 案 倾 倒 地 随 意 ， 环 境 损 害
“难计算、难举证”。滨海县检察院通过
企业询价和专家咨询，适用“虚拟治理
成 本 法 ” 计 算 出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费 用 为
800 万元，2023 年 2 月 15 日，该院向江
苏省灌南县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

在明确赔偿主体和赔偿金额后，涉
案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困难却让检察官
在生态损害赔偿金赔付问题上犯了难。

“对企业应当承担的公益损害赔偿责

任我们都认可，但是受疫情影响，企业
濒临停产，现如今市场竞争大，产能和
效益都明显下滑，800 万元的赔偿金企
业难以支付。”该制药公司负责人向检察
机关表达了生产经营中的困难。

随 后 ， 检 察 官 到 涉 案 公 司 实 地 走
访，发现黄石某制药公司是一家生产、
经营安乃近、甲硝唑、依诺沙星等 40 余
种原料药的高新技术企业，疫情前年销
售额 1.8 亿余元，是当地医药化工重点企
业。在全面评估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后，
该院探索给出了“环保技改提升抵扣+
生态修复金赔偿”的方案。江苏省和盐
城市检察机关予以肯定，并建议聘请第
三方评估专家团队，确保技改提升项目
科学可行。

在检察机关积极推动下，最终确定
以企业环保技术升级改造费用抵扣 450
万元生态损害赔偿金，其余 350 万元以
现金赔偿方式，用于对损害的生态环境
替代性修复，并达成和解协议。同时，
设立违约责任、实施步骤等条款，督促
企业严格按照要求完成项目。2024 年 8
月 12 日，该制药公司将 350 万元赔偿金
支付至滨海县生态环境修复专用账户。
同年 10 月 14 日，灌南县法院依法作出调

解书对和解协议进行了确认。滨海县检
察院联合灌南县法院、生态环境部门利
用资金建成“月亮湾”海洋生态保护基
地，为受损的生态进行异地补植复绿、
增殖放流。

今年 3 月，滨海县检察院联合第三
方评估专家团队再次来到黄石某制药公
司回访，评估循环水系统节能及乙醇回
收项目环保技改成效。经专家团队现场
联 合 评 估 ， 改 造 后 循 环 水 系 统 减 少
37.5%的冷量使用，每年减排二氧化碳
1183.93 吨，相当于栽种 6 万棵树，乙醇
单耗从 0.333 千克减少至 0.26 千克，每年
能回收 292 吨 95%的乙醇。该制药公司
投入 600 余万元的两个技改提升项目均
符合技改抵扣协议要求。

“相比执行全额修复费用，技改抵扣
这种替代方式不仅有利于修复被破坏的
生 态 环 境 ， 更 有 利 于 企 业 绿 色 长 远 发
展，既体现了法治力度，更彰显了司法
担当。”全国青联常委、江苏省政协委员
韩旗现场听取案件介绍后予以肯定，并
希望滨海县检察院用好“月亮湾”海洋
生态保护基地，大力开展补植复绿、增
殖放流等生态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让受
损的生态最大限度修复补位。

800万元生态损害赔偿金不能全额到位，怎么办？
江苏滨海：“技改抵扣+现金赔偿”模式兼顾生态修复和企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查洪南 通讯员王本灵 邓雨婷） “你看这些绿地
和花坛，以前的马缨丹都没了，换上了新花草，又安全又养眼！”近日，在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一处焕然一新的公共绿地上，被邀请前来开展跟
进监督的成都市人大代表与人民监督员对检察官说。这一转变，源于
2024 年 11 月成都市金牛区检察院的一次监督履职，这场由检察公益诉
讼触发的“生态保卫战”，已为城市清除 2710 平方米的生态威胁。

2024 年 11 月，金牛区检察院公益诉讼团队在辖区多个市政公园
及公共绿地里发现外来入侵物种马缨丹。这种被称作“生态杀手”的
植物，茎叶与根系均含有化感物质，不仅会抑制周边植物生长，严重
破坏生态系统，误食叶、花、果等还会引起牛、马、羊等牲畜以及人
中毒，2023 年就被我国列入 《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

面对这一“生态杀手”，金牛区检察院迅速行动，在充分调查摸
排后，2024 年 12 月，该院依法向监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推动开展
了一场“马缨丹阻击战”。监管部门对在公共绿地中发现的马缨丹植
株进行地毯式清除，清除区域及时补栽本土花草，确保既消除生态隐
患，又迅速恢复生态景观。相关人员将清理出的马缨丹植株统一运往
垃圾焚烧厂集中销毁，针对可能残留的种子隐患，在清除区域土壤中
喷洒环保型除草剂，抑制残留种子萌发，严防“死灰复燃”。同时还
将马缨丹等外来入侵物种明确纳入全区园林绿化“禁用清单”，从源
头上堵死“入侵”通道。截至 2025 年 6 月，全区已累计清理马缨丹
170余处，基本实现公共绿地“马缨丹清零”目标。

金牛区检察院的治理步伐并未止步于此。作为成都市人大常委会
基层立法联系点，该院依托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和人大代表建议双向衔
接转化工作机制，于 2024 年 12 月主动邀请两位成都市人大代表共同
参与实地调研，并于 2025 年 2 月向成都市人大提出“关于加强成都市
外来入侵物种 （植物） 管理的建议”，推动“金牛经验”上升为“成
都方案”。

“生态杀手”今无踪
成都金牛：检察建议助力清除外来入侵物种马缨丹

本报讯（记者刘怡廷 通讯员刘大
印 李鑫鑫） “这出戏真不错！讲的是
身边人、身边事，看了很受触动。”“演员说
的是随州方言，听起来格外亲切！”“原来
骗子骗钱还有这种套路，以后咱们可得多
个心眼儿！”近日，在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
万店镇举行的“检察普法入乡村 守护群
众美好生活”主题普法活动现场，观众一
边目不转睛地欣赏花鼓戏表演，一边兴致
勃勃地进行点评。

随州花鼓戏是随州的传统戏曲剧种
之一，距今已有近 200 年历史，2008 年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炎帝
神农文化、古乐编钟文化并称随州三大文

化瑰宝。近年来，为了让法治宣传更加通
俗易懂、易于接受，随州市曾都区检察院
积极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将办理的真实案
例编入花鼓戏，通过演员的生动演绎和传
唱 ，让 群 众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品 尝“ 法 治 大
餐”、增强法治意识。

“诈骗分子冒充公安机关工作人员，
谎称韩大妈被传讯，并要求其提供身份
证、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等关键信息，最
终骗了韩大妈 5 万元……”戏台上，伴随
着明快活泼的锣鼓声，几名花鼓戏演员正
说着地方方言，向观众讲述发生在曾都区
的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并提醒大家提
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夸张、幽默的表演

手法，时而婉转悠扬、时而高亢激越的唱
腔，让台下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表演结束后，检察干警与公安民警结
合真实案例，以“防范于心、反诈于行”“守
护未来的你”“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
题，向群众讲解网络诈骗的常见方式及危
害、有效防范措施，防范未成年人性侵害、
远离毒品等内容，并发放普法宣传手册，
现场开展法律咨询，解答群众疑问。

“ 别 人 借 钱 不 还 ，打 官 司 能 要 回 来
吗？麻不麻烦？”“离婚后，孩子抚养权不
归 我 ，对 方 不 让 我 看 孩 子 ，这 该 怎 么
办？”……

咨询台前，群众围绕婚姻家庭、财产

继承、孩子抚养权等问题积极提问，检察
干警一一予以解答。

普法活动结束后，曾都区检察院在万
店镇政府召开座谈会，向与会的人大代
表，镇政府、居委会工作人员，群众代表等
介绍了检察机关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及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等工作情况，并认真
听取意见建议。

“把真实案例融入花鼓戏，变成老百
姓能听懂、记得住的乡音乡韵，这种宣传
方式非常好！”“希望检察机关继续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司法为民故事，助力
基层社会治理。”参会代表一致点赞本次
普法活动的成功举办，并提出意见建议。

“这出戏真不错！”
随州曾都：创新普法宣传形式获人大代表及群众点赞

检察官到第三洗煤楼现场勘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