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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服务黄河治理实效，共护黄河秀美安澜
编者按 4月 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水利部联合在陕西榆林召开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共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法治力量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会议期间，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沿黄 9 省、自治区检
察院分别作交流发言，现刊发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2023 年以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山
西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山西省检察机关持
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考察山西时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紧盯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办
理各类案件 635 件。其中，督促整治浑源矿
企非法开采行政公益诉讼案和督促保护云
冈石窟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最高检指导性
案例。

一 、坚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以精准
检察履职助推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坚持党
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形成党委领导、
各司其职、合力攻坚的良好格局。在办理
督促整治浑源矿企非法开采一案中，省市
县三级检察机关多次向同级党委请示汇
报、争取支持。特别是作为重大事项及时
报告省委，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并成立专
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完成矿山生态治理
5.39 万亩，实现了“一年见绿、两年见树”。
2024 年 7 月 在 上 合 组 织 成 员 国 总 检 察 长
会议展示。

二 、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全力维护

矿山生态安全。坚持涉矿犯罪“零容忍”，
依法从严从快履行审查批捕、审查起诉、
立案监督等职能，共批捕涉矿案件 199 件
355 人，提起公诉 222 件 559 人。更加注重
犯罪预防和社会治理，针对性向相关行政
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促进完善制度、强化
监管，从源头预防和减少对矿山生态的破
坏，助力美丽山西建设。

三、坚持“谁破坏、谁修复”，依法让违
法者付出应有代价。严格落实“环境有价、
损害担责”的生态损害赔偿原则，依法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 63 件，追偿到位生态修复
和服务功能损失费 7400 万余元。吕梁某煤
业公司 2018 年闭矿后，一直未对采矿破坏
的 126 公顷土地进行修复治理，吕梁市检
察院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偿到位期
间功能损失 2400 万元，有效破解了“企业
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

下一步，山西省检察机关将认真贯彻
落实本次研讨会精神特别是应勇检察长
讲话要求，紧密结合山西实际，持续强化
履职担当，以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保障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高质效履职助推矿山生态修复治理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2023 年至 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检察
机关以黄河和一湖两海为主场，以沿黄 7
盟市为主力，部署“河湖保护协作统一行
动”，为保护母亲河贡献检察力量。

一、高质效办案，守护黄河生态底色。
一是聚焦水污染防治，强化湖泊湿地保护。
2023 年以来，办理黄河流域环资类公益诉
讼 案 件 3155 件 ，督 促 恢 复 被 污 染 河 道
229.96 公里，治理污染水面 1.95 万亩。2024
年自治区检察院对乌梁素海流域环境问题
以事立案，三级检察机关办案 153 件，专案
入选“公益保护的中国方案”典型案例。二
是聚焦荒漠化治理，强化草原林地保护。破
坏草原林地是造成黄河流域荒漠化的重要
原因。2023 年，自治区检察院开展荒漠化专
项监督活动，共办理非法开垦草原、林地刑
事案件 1789 件，公益诉讼案件 487 件。三是
聚焦水土保持，强化水源涵养区保护。2023
年以来，办理防治水土流失案件 123 件，督
促追缴水土保持费 7200 余万元。

二、精准化监督，筑牢黄河保护防线。一
是强化科技赋能法律监督。深入推进数字检
察提升工程。呼和浩特市检察院建立黄河生

态保护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依托模型办案
166件，节约黄河用水 371万立方米。二是推
进恢复性司法实践。针对“十大孔兑”（蒙古
语，意为洪水沟）、清水川、昆都仑河等黄河一
级支流的“四乱”问题重点监督治理，净化黄
河“毛细血管”。三是优化社会化治理。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等参与
公益保护进程。包头市九原区检察院就二道
沙河水污染问题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就整改
效果公开听证，将群众满意作为结案标准。

三、深层次协作，凝聚黄河保护合力。一
是强化域内协作。开展河湖保护协作统一行
动，沿黄 7 盟市签署跨区域协作意见，实现
黄河保护协同。乌海、阿拉善检察机关联合
办案，确保黄河凌汛安全。二是强化跨省协
作。与陕西、山西、宁夏等地检察机关建立黄
河保护跨区域协作机制，鄂尔多斯市检察机
关向陕西省榆林市检察机关移送多件案件
线索。三是强化跨部门协作。深化“河湖长+
检察长”协作，与水利厅连续开展“河湖管护
春季”行动，并联合发布典型案例。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机关将继续以扎实
履职助力黄河奔涌千秋安澜。

部署开展“河湖保护协作统一行动”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河南
是千百年来华夏治黄的主战场。2023 年以
来，河南省检察机关紧盯黄河安澜这个关
键，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办理涉黄河行洪安
全各类案件 755件，13起案件获评最高检典
型案例，省市四大班子领导 14次批示肯定。

一、着力解决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
一是推动解决黄河河道行洪安全问题。渑池
县黄河白浪渡口连接河南、山西两省，长期
以来大量浮桥承压舟搁置河道，检察机关
跨 省 协 作 ，推 动 13 组 搁 置 承 压 舟 全 部 清
离，并建立常态化办案协作机制。二是推动
整治黄河滩区行洪安全问题。某企业长期
占用 240 亩黄河滩区违法养殖，原阳县检
察院厘清职责，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
动黄河河道恢复原貌。三是推动消除黄河
水利工程安全隐患问题。河南省检察院济源
分院推动库区管理机构与属地政府协作配
合，拆除清理黄河小浪底库区大量违建钓鱼
浮台，助力提升水利工程防洪减灾效益。

二、助力筑牢生态保护治理绿色屏障。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助推黄河
水沙资源合理配置。围绕治山，助力黄河沿
岸秦岭东段和南太行山脉矿山修复治理工

作。三门峡市检察机关与自然资源部门建立
山体协同保护机制。该市陕州区检察院结合
办案，推动全域非煤矿山治理通过省级验
收。围绕治林，联合省林业局开展监督活动，
办理涉林公益诉讼案件 237 件，盗伐、滥伐
林木刑事案件 160 件。围绕治沙，助力黄河
沿岸沙荒地治理工作。尉氏县检察院督促行
政机关建立长效监管机制，防范防风固沙林
盗伐滥伐，有效防治土地沙化。

三、增强黄河保护法律监督效能。不断
优化创新工作机制，提升服务保障质效。一
是组建黄河专业办案团队。省检察院分管
副检察长担任领办人，全省 33 名业务骨干
为成员，一体化、专业化办好重大有影响案
件。二是探索推动黄河流域跨区划协同履
职。承建最高检、水利部黄河流域检察公益
诉讼协同平台，同步建设河南省检察公益
诉讼指挥中心，目前均已启用。三是持续优
化“行政+检察”法治护航工作模式。探索建
立“河长+检察长”制，被中央深改委刊发。
2023 年以来，依托该机制推动解决黄河保
护问题 514 件。建立“林长+检察长”工作机
制，在黄河流域遴选 16 个生态修复基地和
宣传教育基地。

探索推动黄河流域跨区划协同履职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四川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和水源补给区。近年来，四川省检察机
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
保护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水源涵养功
能保护，深化检察履职，切实服务黄河
上游水源涵养地和水源补给区建设。

一是坚持依法履职，提升水源涵养功
能保护成效。聚焦湿地、草原等水源涵养
环境要素，在监督履职中强化检察担当。
2023 年以来，对破坏黄河水源涵养区相关
犯罪案件批准逮捕 13 件 32 人，提起公诉
28 件 57 人。办理湿地、草原保护公益诉
讼案件 238 件，督促补植复绿 2950 株，清
理固体废弃物 80 吨，修复草原、湿地面
积 41.58 亩。四川省检察机关督促保护若
尔盖湿地公益诉讼案入选 2023 年中国十
大环境司法案例。办案中通过大数据、卫
星遥感等智能科技提升办案质效。阿坝县
检察院研发草原鼠害防治大数据法律监督
模型，省内外检察机关运用该模型获取线
索并成案 7件，督促治理鼠害 161.35万亩。

二是深化多方协作，凝聚水源涵养
功能保护合力。四川省检察机关通过跨
部门、跨区划协作，构建水源涵养功能

保护合力。推行“河长+检察长”依法治
河新模式。与河长办及其成员单位召开
联席会议 30 次，通过协作机制移送公益
诉讼线索 25 件。与甘肃、青海省检察机
关签订黄河上游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 7
份，川甘检察机关联合巡河发现黄河支
流白河 （唐克镇段） 河道及岸线堆放固
体废弃物，通过办案推动相关部门治理
白河重点管护段 40 余公里，清理固体废
弃物 9 吨。

三是强化宣传教育，提高水源涵养
功能保护意识。检察机关组建“鹤翔兰
萨 · 马 背 上 的 宣 传 队 ”， 编 制 藏 汉 双 语

《保护泥炭地·呵护大草原》 倡议书，创
作 《鹤翔兰萨呵护地球之肾》 法治宣传
片 ， 在 草 原 上 开 设 “ 生 态 保 护 法 治 课
堂”，走进牧区开展生态环境法治宣传。
建立生态保护联络站 8 个，发展牧民联络
员 29 名，收到相关线索 159 条。阿坝县
检察院收到牧民举报多美林卡国家湿地
生态问题线索，通过办案推动出台 《阿
坝县地下水开采禁令+替代工程+生态补
偿 的 实 施 方 案》， 封 填 全 县 所 有 违 规 水
井，回补地下水 80 万立方米。

聚焦水源涵养功能保护深化检察履职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近年来，陕西省检察机关坚决贯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把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作 为 陕 西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基 准 线 的 重
要 指示精神，深化改革创新，强化协作
配 合，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

坚持以跨区划改革为动力，完善法
律监督机制。设立 4 个专门检察院，由省
检察院直属分院作为上一级检察院履行
相应诉讼职责，形成“两级五院”跨区
划检察组织体系，分工管辖全省跨区划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构建跨区划院集中
管辖与区划院地域管辖相辅相成、一体
履职的法律监督工作机制。成立省检察
院生态环境检察指挥中心，向市、县检
察院交办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案件线索 803
件，立案 322 件，立案率 40.09%。

坚持以专门化建设为抓手，提升法
律监督质效。以生态环境检察职能、机
构、机制、规则、人员的专门化建设为
抓手，全力服务保障黄河国家战略。实
行生态环境“四大检察”案件集中统一
办理，组织开展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专
项行动和“寻访文物古迹、保护文化遗

产、传承中华文明”专项活动。在省检
察院成立生态环境检察部，市检察院设
立生态环境检察办公室，确定一部分业
务 能 力 较 强 的 基 层 院 跨 院 组 建 办 案 团
队，集中攻坚办理重点案件。建立“四
大检察”融合机制，制定检察业务融合
发展“22 条意见”，围绕黄河流域生态治
理堵点难点组织开展系列专项监督。明
确生态环境案件范围，积极推行“刑事
打 击 +公 益 诉 讼 +警 示 教 育 +生 态 修 复 ”

“四位一体”办案模式，统筹适用刑事、
民事、行政法律责任。组建 295 人的生态
环境检察人才库，组建 30 个专业化办案
团队，提升监督办案专业化水平。

坚持以多方协同为保障，构建全方位
保护格局。加强跨区划协同，与山西省检
察院强化晋陕大峡谷生态环境保护协作，
建立案件线索移送、调查取证协作等 11
项机制。实施府检联动，与省水利厅召开
联席会议，深化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
讼协作。加强公众参与，召开新闻发布会
4 次，发布典型案例 34 件。发挥“益心为
公”志愿者检察云平台作用，招募志愿者
2963 人，提供案件线索 1275 条。

深化跨区划改革 加强专门化建设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

甘肃作为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区和
补给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黄河成为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嘱托，以公益诉讼
检察为手段，守护黄河“源头活水”。

一 、 以 “ 三 个 成 效 ” 展 现 检 察 担
当。一是紧扣依法规范取用水，抓好水
资源保护。立案公益诉讼案件 116 件，依
法督促整治违规水井 410 余眼，规范取水
许 可 270 余 个 ， 追 缴 水 资 源 费 520 余 万
元 。 二 是 紧 扣 湿 地 保 护 ， 抓 好 水 源 涵
养。聚焦玛曲湿地保护，成立“黄河首
曲”公益诉讼检察室，办理公益诉讼案
件 43 件。三是紧扣植被恢复，抓好水土
保持。针对破坏林草资源等易致水土流
失的行为，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125 件，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59 件，督促补
植 1700 余亩。

二、以“三大机制”打造大保护格局。一
是构建跨区域协作机制。与相邻检察机关
在水源涵养、水资源保护等方面建立协作
配合机制。与青海省检察机关建立甘青跨
区域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联合开展

“守护黄河源 甘青益路行”检察公益诉讼

三年专项行动。二是健全检行协作配合机
制。借助“府检联动”平台，与多部门构建协
作模式，接收案件线索 30 余件，参与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12 件。三是强化科技
赋能，探索拓展智慧监督机制。不断强化
数字技术在办案中的实践应用，使用数字
模型办理水资源保护案件 23件。

三、以“三个转变”推动常治长效。
一是从“个案办理”向“类案治理”转
变。部署开展“清四乱”“水资源保护”

“守护母亲河基层行”等专项监督活动，
解决黄河干流及重要支流的水资源保护
问题。二是从“被动监督”向“主动预
防 ” 转 变 。 组 建 1800 余 名 “ 益 心 为 公 ”
志愿者队伍，发布典型案例 21 件，拍摄

“三微作品”10 余部，开展“法治护河”
宣讲 130 余场，发放宣传手册 5 万余份。
三是从“浅表监督”向“综合治理”转
变。践行“专业化监督+恢复性司法+社
会化治理”监督新模式，建立生态修复基
地 40 余个。共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
账户，追究侵权人承担生态修复费用 5200
余万元。

着眼区位特点守护黄河“源头活水”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

近年来，青海省检察机关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坚
持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全省检察履职优先
方向，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黄河源头水源涵
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高质效履职助推
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一、助推源头活水有序利用。一是坚持
制度先行。出台服务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服
务创建美丽中国先行区两个“实施意见”，
引导依法履职优化服务黄河生态保护质
效。二是实施专项推动。联合相关部门部署
开展黄河流域治污治岸治渔、守护黄河健
康安澜等专项行动，办理流域水资源保护
公益诉讼案件 270 余件。海南藏族自治州
检察院以办案推动水电公司投资 1.56 亿元
用于生态修复。三是强化数字赋能。构建

“黄河流域环境综合治理”公益诉讼检察监
督模型，排查黄河干支流排水口污染等问
题线索 100余条，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55件。

二、助力源头生物多样性保护。一是坚
持创新增效。探索开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巡
回检察，以“属地+巡回+专项治理”方式，有
效解决“三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

护突出问题。办理流域公益诉讼案件 374
件，4件案件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二是做实
一体履职。成立 10 支跨层级跨区域“江源·
益心为公”专业化办案团队，办理野生动植
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 56 件，涉及野生动物
412 只（头），追回生态损害赔偿费用 480.54
万元。三是强化源头治理。会同河长办督促
相关行政机关规范落实放生放流制度，有效
遏制黄河水域外来鱼种破坏生态问题。

三、凝聚源头保护协作合力。一是强化
行检衔接。联合省水利厅开展黄河青海流
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水利部门向检察
机关移送案件线索 96 条。会同 7 个省直部
门建立“‘中华水塔’守护人+公共利益代
表”协作机制，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问题
系统治理。二是优化内部协作。召开“首届
黄河上游（青海段）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检
察协作会”，流域市州检察院构建跨区域检
察协作机制。三是深化区域联动。青甘两省
部署开展“守护黄河源 甘青益路行”检察
公益诉讼三年专项行动，建立全方位协作
配合机制，共同唱响守护黄河上游绿水青
山“协奏曲”。

强化协作配合共谱黄河“协奏曲”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

2023 年以来，山东省检察机关深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
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山东省委部
署 要 求 ， 做 实 高 质 效 办 好 每 一 个 案 件 ，
服务保障黄河下游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和
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及生态修复，努力
为黄河安澜贡献检察力量。

一、聚焦重点任务，一体推动环境保
护和生态修复。推动水资源保护。协同水
利部门开展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督促清
理被污染水源面积 200 余亩，恢复被污染
水源地 97 处。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
强黄河三角洲特色动植物和珍稀濒危动植
物司法保护，办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 120
件，助力恢复鸟类栖息地 148 亩。促进生
态修复。健全“刑事打击+公益诉讼+警
示教育+生态修复”“四位一体”办案模
式，促进认罪认罚与生态修复有机结合。

二、依法充分履职，统筹促进综合治理
和绿色发展。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开
展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等专项行
动，起诉相关犯罪 2090 人，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 292 件。助推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主动对接大运河等重点流域生态修
复工程，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956 件。开展
河海保护专项行动，推动黄河入海口和近
海水环境一体治理、一体保护。服务高水
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助力黄河
下游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广服务乡村振兴
检察联络员制度，助推绿色特色产业发展。

三、完善制度机制，着力强化工作协同
和能力建设。强化工作协同。构建鲁豫沿
黄交界 11 县区、山东沿黄 9 市等检察协作
机制，与 12 家单位会签协作意见，邀请专
业领域代表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参与
办案 348 人次。提升办案素能。组织沿黄
检察机关培训练兵 103 次，组建专业化办
案团队 49 个，观摩评议涉黄河保护案件庭
审 29 次。加强科技赋能。研发应用大数
据监督模型，筛查线索 1413 条，直接成案
或协助办案 1071 件。

下一步，山东省检察机关将更加自觉
把检察工作融入服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
聚焦主责主业，严格依法履职，为服务保
障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
在前作出更大检察贡献。

自觉融入黄河下游绿色生态廊道建设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赋予宁夏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的时代重任。宁夏检察机关牢记嘱
托，以检察履职服务保障先行区建设。

一、突出系统治理，开创一体履职新局
面。聚焦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
省份特性，统筹“四大检察”协同发力，推进
形成黄河生态环境一体保护格局。建立刑
事、民事与公益诉讼检察案件线索移送及
办案协作机制，加强刑事司法、民事监督
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衔接，主动参与行政机
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办理。2023 年以
来，共起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94件 261人，
办理黄河保护综合治理公益诉讼案件 935
件，督促清理污染和非法占用的河道 118.3
公里，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地面积 2046.7
亩，有力维护黄河生态系统安全稳定。

二、突出源头治理，开拓系统修复新路
径。聚焦宁夏是全国唯一省级防沙治沙综
合示范区特性，以检察履职推进源头治理、
系统修复。与行政机关共同设立 2000 平方
公里的检察公益诉讼生态修复基地，有效
涵养水源、修复生态。加强对重点生态功能

区的保护和修复，保护被污染土壤近 35 万
亩 ，修 复 被 损 毁 林 地 、草 原 、湿 地 7100 余
亩。部署开展违规取水专项监督行动，督促
相关部门对 2300 余眼“自备井”进行整治。
2024 年 12 月，宁夏检察机关以“检察蓝”守
护“林草绿”经验做法在《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上交流展示。

三、突出联动治理，凝聚综合保护新合
力。聚焦宁夏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特性，健全完善联动机制，共同
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部署开展黄
河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基层行、黄河保护综合
治理、水行政执法“守敬”等专项行动。深化
落实“府检联动”意见，同行政机关建立跨
部门协作机制 7 项，持续凝聚保护合力。牵
头西北地区建立跨区域生态环境检察对接
协作机制，连续两年组织 6 省区人员开展
主题理论研讨会，以高质量理论成果支撑高
水平司法保护。推动宁夏代表团连续两年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检察公益诉讼法立
法议案，加快推进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

文稿统筹：闫晶晶 单鸽

构建黄河生态环境一体保护格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本报讯（通讯员田川） “以前办卡总
担心钱交了会打水漂，现在商家把收款账
户 和 退 款 流 程 都 贴 在 墙 上 ，我 们 放 心 多
了！”近日，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检察官
与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就此前办
理 的 商 家 预 付 卡 未 依 法 备 案 一 案 开 展 回
访，在某艺术培训机构，消费者李女士指着
公示牌点赞道。

2024 年 7 月，门头沟区检察院在梳理
12345 市民投诉举报信息时发现，这些信息

里存在大量涉预付式消费问题的投诉。该
院遂运用“单用途预付卡规范治理”大数据
法律监督模型，筛查出发卡企业未按规定
备案线索 9 条，未按规定进行资金存管线索
17 条。“如果不对这些企业进行备案和资金
存管，商家就可以随意挪用资金，一旦商家
跑路，消费者很有可能血本无归。”该院公
益诉讼检察部门负责人刘帅介绍道。

门头沟区检察院随即启动公益诉讼立
案程序。随后，该院检察官多次调查走访，

了解预付费资金监管平台运营情况以及预
付卡监管难点，并联合行政机关召开磋商
会议，梳理职责分工。2024 年 8 月，该院向相
关行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对未及
时、准确、完整备案和资金存管及超限额发
行预付卡的企业进行查处。相关行政部门
高度重视，开展全面排查，对问题企业责令
整改，作出行政处罚。

为进一步防范预付卡消费风险隐患，
门头沟区检察院还推动建立了“监管+普

法”双轨机制。2024 年 12 月，该院推动相关
行政部门向 100 余家企业送达《关于落实发
行预付卡明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辖区发放
预付卡的企业“三亮”经营，即亮明身份信
息、亮明资金账户、亮明退款渠道。今年 3
月，该院检察官再次与相关行政部门工作
人员联系，得知此前未进行备案和资金存
管的企业已全部整改完毕，其中，备案企业
新增 9 家，资金存管平台新入驻企业 17 家，
预收资金安全性得到显著提升。

为商家预收资金加道“安全锁”
北京门头沟：检察建议促预付式消费规范管理

本报讯（记者丁靓） 4 月 25 日下午，2025 年中国行业报协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暨
2025 年“新春走基层”活动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会员单位的 60 余位主要领导、
90 余家媒体部门负责人和相关媒体代表共 20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发布了全国性行业类媒体 2025年“新春走基层”优秀作品和优秀报道团队、个人获
奖名单，向 60位优秀作品作者、30家报道团队、60名个人和 6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优秀组织
单位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匾牌。其中，本报融媒体中心被推选为“新春走基层”优秀团队，本报
作品《司法有爱 温暖万户千家》被推选为活动优秀案例，本报记者胡玉菡被推选为全国性行
业类媒体先进个人。

会议指出，2025 年行业类媒体“新春走基层”活动站位高、谋划早、立意新、采访实、覆盖
广、影响大，各行业类媒体抽调精干力量参加 2025年“新春走基层”活动，报道了大量优秀新
闻作品，刊播稿件 1.86万余篇（条），网站、客户端及新媒体等平台作品总阅读量超 36.5亿次。

中国行业报协会表彰2025年“新春走基层”活动
本报获多个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