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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隽
通讯员 潘颖佼

太湖溇港，一个隐藏在浙江省湖
州市吴兴区太湖沿岸的古老水乡，充
满了历史气息与现代活力。这里，青
石板路、古色古香的房屋、摇曳的船
只，与澄清的湖水共同描绘出一幅宁
静美丽的画卷。

可谁能想到，位于其中的明代古
桥 大 溇 桥 曾 因 破 损 严 重 ， 岌 岌 可
危 。 正 是 吴 兴 区 检 察 院 的 一 纸 检 察
建 议 ， 让 这 座 古 桥 重 新 绽 放 风 姿 。
近 日 ， 该 院 检 察 官 再 次 走 访 大 溇
桥，颇感欣慰。

被时间遗忘的“漏网之桥”

湖州自古河港交织、桥梁林立，
小桥流水人家，散发出独特的江南韵
味，也见证着这座城市“因水而兴”
的发展历史。

大 溇 桥 作 为 一 座 小 型 单 孔 石 拱
桥，虽不大，却是附近村民赖以出行
的交通要道。自 2005 年 《湖州市古桥
保护管理办法》 实施以来，辖区内很
多破损古桥陆续得到修缮，但大溇桥
似乎被时间遗忘，成了一座“漏网之
桥”。

“桥石松动、桥面破损、桥栏断
裂、杂草丛生……”2023 年 4月，“益
心为公”检察云平台上一条有关大溇
桥现状的线索，引起了吴兴区检察院
检察官的注意。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检察官发现
大溇桥的保存情况不容乐观。桥身多
处构件因植物根系膨胀松散掉落，桥
面被水泥覆盖，历史风貌已遭受严重
破坏。

“你们看，桥的一边已经有点坍
塌。一到雨季，桥面湿滑，村里还有
老 人 在 上 面 摔 了 一 跤 ， 差 点 滑 进 河
里。”当地村民对前来走访的检察官
说道。

“必须马上行动。”面对破损不堪
的大溇桥，检察官意识到，保护工作
刻不容缓。在厘清法律依据和监管职
责后，2023 年 4 月 23 日，吴兴区检察
院向有关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督促
其切实履行好文物保护职责，及时对

受损古桥进行修缮，消除古桥安全隐
患，维护古桥文物安全。

几易方案寻求修复最优解

收到检察建议后，有关部门高度
重视，立即派员确认情况并层层上报
至湖州市文保所。湖州市文保所经实
地 调 查 ， 决 定 对 大 溇 桥 进 行 科 学
修缮。

该院收到了有关部门的回复。但
是随着跟踪回访的持续深入，检察官
发现古桥的修缮工作迟迟不见进展，
究竟怎么回事？

“ 现 在 正 值 梅 雨 期 ， 降 雨 量 较
大，给施工造成诸多不便，再加上修
缮方案需要反复讨论，因此未全面开
始 施 工 。” 对 接 施 工 的 村 干 部 也 很
无奈。

经过仔细走访，检察官了解到，
古桥修复一般采取落架大修的方式进
行，即当建筑构架中主要承重构件残
损、有待彻底整修或更换时，需先将
建筑构架全部或局部拆落，修配后再
按原状安装。

“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发现，大溇
桥石材硬度已经无法满足落架大修的
要求。”湖州市文保所所长孙书敏表
示，该桥是太湖溇港厚重文化底蕴与
历史渊源的“文脉印记”，修缮需要
考虑到观赏价值与实用价值，修缮有
一定难度。

如何在保持原本历史风貌的基础
上，实现历史与现代、保护与使用的
统一？制定出更科学的修缮方案成了
检察官心中的一道难题。

为 此 ， 检 察 官 开 始 学 习 相 关 知
识，并多方寻求外援。最终，在“益
心为公”志愿者的热心引荐下，检察
官找到了古桥修复专家黄金荣。

今年 61 岁的黄金荣来自临海，曾
代表浙江省参加过好几届全国文物修
复职业技能竞赛。1986 年，他被古建
筑公司派到湖州，接的第一单就是国
家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湖 城 三 绝 ”
之一飞英塔的修缮工程。随后，他在
湖州安了家，专注古建筑修缮，楼、
塔 、 庙 都 能 修 ， 但 最 拿 手 的 还 是
古桥。

他在实地查看古桥状况后表示，
大溇桥桥身石砖风化比较严重，如果
采用落架大修的方式，稍有不慎就可
能导致桥拱直接散架，造成不可逆的
损毁。“必须寻找新的修复工艺和方

式。”黄金荣说。
“ 与 古 桥 修 复 专 家 充 分 沟 通 后 ，

几易方案，最终决定对大溇桥采取钢
架支撑的方式，在尽可能恢复古桥本
体风貌的基础上，解除桥体结构安全
隐患，确保村民出行安全。”孙书敏
告诉记者。

检察听证凝聚保护共识

古桥修缮既是文物工程，也是文
化 工 程 。 为 进 一 步 确 保 古 桥 修 复 效
果 ， 提 升 方 案 的 操 作 性 和 可 行 性 ，
2023 年 9 月，吴兴区检察院组织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行业
专 家 和 有 关 部 门 代 表 召 开 检 察 听
证会。

听证会上，参会人员充分讨论后
一致认为，对古桥采用钢架支撑的新
工艺进行修复最为适宜，此外，通过
对 主 梁 的 板 材 和 梁 柱 进 行 修 补 和 更
换，对桥面板和防护栏杆等关键部位
进行加固和维修，可以保障桥的稳定
性和安全性。最终，因地制宜、“修
旧如旧”、最大程度还原古桥原貌的
修复方案得以确定。

测量、焊接、铺设……经过数月
的努力后，今年 1 月，拱形的钢架像
骨骼一样牢牢支撑在拱圈下，大溇桥
这 座 明 代 古 桥 顺 利 完 成 “ 变 形 记 ”，
焕发新生。

今年 4 月 11 日，吴兴区检察院开
展“吾心公益”“回头看”行动。站
在大溇河岸边，可以清晰地看到，大
溇桥桥底固定着一层青石色调的拱形
钢架，为古桥增添了别致又不突兀的
美感。

“古桥的修复工作只是古桥保护
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管理和
保护工作中，保持古桥的原貌和历史
风貌，尽量减少人为破坏和自然因素
的影响。”检察官表示。

在确认修复效果后，吴兴区检察
院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常态管护与类案
排查，加强日常维护和保养，提高公
众对古桥保护的认识和意识，从源头
上减少对古桥的破坏和磨损，让太湖
溇 港 的 珍 贵 遗 产 与 历 史 记 忆 得 以
存续。

“今年我们将以‘检护民生’专
项 行 动 为 契 机 ， 持 续 加 大 对 古 桥 的
关 注 力 度 ， 为 百 姓 留 住 更 多 记 忆 中
的乡愁。”吴兴区检察院检察长毕琳
表示。

大溇桥新生记
湖州吴兴：多方探索科学修复还原古桥原貌

□本报记者 满宁
通讯员 胡晓航 苏琪惠

泡豆、磨浆、点浆、上压切块……
一大早，重庆市潼南区大佛街道的豆
制品加工坊机器轰鸣。看着一块块豆
香醇厚的“秘制”豆干新鲜出炉，老板
杨某信心十足：“我们的生产规模扩大
了一倍，争取年产值突破 100万元！”

但是，就在 5 个月前，这家小有
名气的豆制品加工坊差点关了门。

今 年 1 月 ， 潼 南 区 检 察 院 接 到
“益心为公”志愿者反映，称当地胜
利 堰 河 一 直 流 淌 着 一 股 气 味 酸 臭 的

“白水”。调查发现，“白水”源头是
邻近的一家豆制品加工坊。“该作坊

生产条件简陋，清洁设施不足，含有
豆制品残渣的污水被随意直排，影响
河流环境和周边居民生活。”办案检
察官伍剑说。

1月 22日，该院对此立案调查。1
月 24 日，该院向大佛街道办发出检察
建议，建议其督促豆制品加工坊整改
并开展河流综合治理。得知自己的作
坊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可能被关停，
杨某一脸愁容：“我们一家老小都靠
着这个作坊生活，请给我们一个整改
的机会。”

1 月 27 日，潼南区检察院与大佛
街道办、区生态环境局召开环保整改
座谈会。“对个体工商户，污染治理不
是‘一罚了之’‘一关了之’。”“豆制品

残渣和生产废水的环境危害较小，且
经 营 者 整 改 意 愿 强 烈 ，符 合 免 罚 规
定。”经讨论，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同意
对杨某的作坊“以改代罚”。

潼南区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高
级工程师、特约检察官助理张可平应
邀“ 出 马 ”，对 杨 某 进 行“ 手 把 手 ”指
导。一个多月后，作坊新修的沉淀池
投入使用，整改顺利通过验收。杨某
的作坊重新开张！

“一般的沉淀池都是三级，但这个
沉淀池是四级。”张可平介绍。作坊新
修的沉淀池容量提升了 10 倍，可同时
处理不少于 60 方的生产废水，“就算生
产规模扩大两三倍也完全够用，排放
水对环境基本没影响”。

豆制品加工坊重新开张

□本报通讯员 粟龙羿 汪杰
张丽梅

近日，贵州省织金县三甲街道三
甲村村民陈某笑着向前来回访的公益
诉讼检察官说：“现在安静多了，在家
里面基本听不到噪声，终于可以睡个
好觉了。”

今年 2 月 7 日，织金县检察院接到
群众举报，称辖区三甲街道的瓦斯发
电站机器运作声音大，昼夜不停，严重
影响附近村民的正常休息。该院公益
诉讼检察官立即前往现场开展调查，
发现该瓦斯发电站内共 15 台设备 24

小时不间断运作，且距离最近的居民
住宅直线距离不足 100 米。经现场测
量，附近村民生活区的噪声分贝严重
超过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

随后，织金县检察院向相关行政机
关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尽责履职，开
展噪声污染治理。相关行政机关随即
对涉案瓦斯发电站开展执法检查，下达

《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该公司对噪声
源进行隔音降噪，确保噪声达标排放。

4 月 26 日，织金县检察院对整改情
况进行实地走访。经检测，噪声分贝
仍不满足相关标准。该院立即与相关
行政机关、瓦斯发电站沟通，瓦斯发电

站承诺先将二期厂房暂停生产，在一
期厂房出风口加设吸声棉，在厂房四
周加装隔音板，确保按时完成整改。

5 月 31 日，织金县检察院邀请人民
监督员、听证员、“益心为公”志愿者、
行政机关代表、村民代表等到现场参
加听证会，对涉案瓦斯发电站噪声污
染整改效果进行现场评估。经检测，
噪声分贝符合排放标准。瓦斯发电站
负责人表示，目前已投入 60 余万元用
来加装隔音设施，二期厂房正在提质
改造，噪声将得到更大幅度降低。与
会人员一致认为，瓦斯发电站噪声污
染案件整改效果良好，达到结案标准。

按下扰民噪声“减音键”

夏苗玉米长势旺，秋季丰收有
保障。近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陕
州区张湾乡张赵村，村民张某望着
眼前绿油油的玉米地，忍不住向前
来回访的检察官感慨：“要是没有你
们的帮助，这些土地还不知道要撂
荒到啥时候。”

2023 年 3 月，陕州区检察院检
察官发现辖区有的村庄存在临时被
占用土地没有复垦的情况。经查，
2020 年 11 月，某公司承包三门峡市
崤函大道道路工程项目，经相关职
能 部 门 批 复 ， 共 占 用 张 湾 乡 张 赵
村、新桥村和大营镇吕家崖村的集

体土地约 81 亩，临时占地期限为两
年。2022 年 10 月，崤函大道道路主
体工程已竣工，临时占用土地的复
垦工作却未完成，相关职能部门除
电话通知复垦义务人尽快复垦外，
未采取其他有效措施，致使土地资
源被浪费。

2023 年 4 月，陕州区检察院向相
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
依法采取措施督促涉案土地复垦义
务人尽快进行土地复垦。收到检察
建议后，相关职能部门约谈复垦义
务 人 ，督 促 其 立 即 启 动 土 地 复 垦
工作。

在复垦过程中，陕州区检察院
与 相 关 职 能 部 门 不 定 期 到 现 场 查
看，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对土地复垦
验收开展专家评审，并将专家意见
作为跟进调查的重要依据，确保土
地复垦质量。

今年初，经专家评审，81 亩土地
达到耕种标准，可以再次播种。

图①：涉案土地复垦前。
图②：检察官查看土地复垦后

农作物生长情况。
图③：涉案土地复垦后。
文/图：本报记者张海燕 通讯

员王飞 赵奔宇

撂荒土地复垦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王静雯

“以前通过这个路口时，要离得很
近才能看到交通信号灯。现在树枝修
剪整齐，一下子就能看到交通信号灯
了。”近日，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检察
院在对行道树遮挡红绿灯问题整改情
况“回头看”时，涉案区域过往车主对
办案检察官说。

今年 5 月中旬，茅箭区检察院接到
线索，称某路段红绿灯被树木遮挡，过
往车辆需要开到信号灯前才能看到信
号灯，司机不能及时作出反应，影响了
正常通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对此，办案检察官到实地查看，并
对辖区主干道进行全面排查。经查，
辖区内多处道路的行道树都存在遮挡

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的情况，有的交
通信号灯、交通标志甚至被完全遮盖，
造 成 司 机 视 野 障 碍 ，影 响 正 常 驾 驶 。
加之周边住宅较为集中，往来车流量
较 大 ，相 关 道 路 存 在 一 定 交 通 安 全
隐患。

茅箭区检察院向十堰市检察院报
告此线索。十堰市检察院研究后，将
此案交由茅箭区检察院办理。茅箭区
检察院依法启动立案程序，召开公益
诉讼诉前磋商会，建议十堰市城市管
理 执 法 委 员 会 依 法 履 行 监 督 管 理 职
责，及时对相关路段部分树木组织修
剪，同时加强常态化排查管理，及时消
除道路安全隐患。

十堰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高度
重视，要求十堰市园林绿化管理局及
时落实主体责任，协同交管部门对城

区 67 条主次道路进行全面摸排，逐个
统计被遮挡点位，建立整改台账，实现
对账销号。

伴 随 着 阵 阵 “ 咔 嚓 咔 嚓 ” 的 声
音，一根根“越界”的枝条从行道树
上落下来，被遮挡的红绿灯终于露了
出来。司机刘师傅高兴地说：“这下
好 了 ， 视 野 开 阔 ， 路 边 绿 化 也 更 好
看。”

整改期间，该市共对 60 余处 179
株行道树进行了修剪。6 月 7 日，茅箭
区检察院召开磋商会，邀请十堰市园
林绿化管理局局长杨小云一行共议常
态长效治理方案。杨小云表示：“下一
步，我们将加强同检察机关、交管部门
的工作联动，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做到
发现一处、修剪一处，为市民出行提供
安全保障。”

被遮挡红绿灯终“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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