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海洋

7 月 1 日下午， 在湖北省黄石
市上窑轮渡码头水域， 在黄石港区
人民检察院、 长江航运公安局黄石
分局联合组织下， 非法电捕鱼被告
人曹某某、 方某某将 6 万尾鱼苗放
流至长江，履行生态修复赔偿义务，
为长江生态系统注入新的活力。

3 年前的 2017 年 7 月 1 日，检
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 截止到
今年 7 月 1 日，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已全面实施 3 周年。

参与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从无
到有每一个关键节点的最高检第八
检察厅检察官刘家璞说， 检察公益
诉讼制度从开始的有人质疑到现在
“四面开花、全面落地”，已成为检察
机关“四梁十柱”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了中国之治、 中国智慧的一个
亮点。

得益的是老百姓

3 年前， 检察公益诉讼对于山
东省威海市远遥渔港渔民周大强来
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法律词汇，但当
地检察机关办理非法捕捞公益诉讼
案件后， 他兴奋地说：“非法捕捞少
了，守法的渔民增收了，海鲜也便宜
了。 ”

检察公益诉讼是在 2015 年渐
渐进入公众视野的。 2015 年 7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检在部分
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同年，
最高检在全国 13 个省、 自治区、直
辖市开展公益诉讼试点。 2017 年 6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民
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 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自 2017 年在全国
检察机关全面推开。 2018 年、2019
年相继修订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
察官法， 明确了人民检察院依照法
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的职权。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
表示，检察公益诉讼设置诉前程序，
以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自
我纠错、依法履职，确立“诉前实现
保护公益目的是最佳司法状态”的
目标追求， 充分展现了公益诉讼独
特的程序价值。

“检察建议很管用！ ”北京市门
头沟区雁翅镇居民崔春宁对检察公
益诉讼制度治理环境的效果感受很
深。

永定河流经雁翅镇 30 多公里，

以前河边甚至河道中随意乱倒乱堆
垃圾的现象很严重， 而处理这些垃
圾需要很大一笔资金， 大家感觉很
棘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推开后，雁
翅镇将相关情况反映给北京市门头
沟区人民检察院。很快，门头沟区检
察院通过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推
动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

不仅老百姓觉得“检察建议很
管用”，就连行政机关也觉得“检察
建议很管用”，有的行政机关甚至主
动上门请检察机关监督。

湖北省黄石市某风景区有一处
多年未拆的违法建筑。 该市国土局
主动要求检察机关对有监管职责的
行政机关同步监督。 检察机关向 5
个相关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后，5
个单位迅速召开联席会议， 召集
150 人的联合执法队，5 个小时之内
就把这处违法建筑进行了拆除，还
把周边 15 亩湖面的非法养殖点一
并清理了。

为什么一纸检察建议书会成为
“撬动巨石的杠杆”？ 最高检副检察
长张雪樵表示， 绝对不是检察机关
高人一等， 而是检察公益诉讼运用
了法治思维， 将依法行政、 公正司
法、尊法守法的主线贯穿始终，彰显
了社会治理的法治化。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铺开以
来，最高检先后组织开展了“携手清
四乱， 保护母亲河”“守护海洋”、汾
渭平原大气污染防治等专项监督活
动， 组织长江沿线检察机关协同开
展长江大保护， 办理了安徽芜湖跨
省倾倒固体废物、 嘉陵江上游尾矿
污染水源等一批重大案件， 助力打
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检察机关的参与对沿海截污
工作推动力度非常大， 行政部门工
作进展顺利，得益的是老百姓。 ”山
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城市管理局局长
李文说，在检察机关的参与下，当地
部分生活污水直排入海污染海洋、
影响生活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加速“等”外探索

目前， 法律规定的检察公益诉
讼领域主要集中在“4+1”上———生
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
国有土地使用权、 财产保护领域和
烈士名誉荣誉保护等。

围绕“4+1”领域，全国检察机
关办理了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案
件。 但大家对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还

有更多期待。
空军工程大学装备管理与无人

机工程学院讲师古清月表示， 检察
公益诉讼可以在加强文物和文化遗
产保护中大有作为。 黑龙江省同江
市同江镇中心校教师刘蕾则期待，
检察机关可以通过磋商意见或者检
察建议督促相关责任主体履职，以
激活现有的反家暴治理机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此
前指出， 社会各方面希望能够在
“等”外做一些探索。 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提出要“拓展公益诉讼案件
范围”。 为进一步落实中央的要求，
最高检将检察公益诉讼“等”外探索
原则从“稳妥、积极”调整为“积极、
稳妥”。

去年以来，重庆、湖北、陕西、云
南等地纷纷出台加强检察机关公益
诉讼的决定， 授权检察公益诉讼
“等”外探索，开启“等”外探索加速
度。从安全生产到公共卫生，从未成
年人权益到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检
察公益诉讼适用领域不断扩展。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
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莫斯敏说，去
年， 锡山区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
件量快速增长，达到 40 件，其中 19
件为“等”外领域案件，涉及违建、文
物保护、加油站安全等领域。

“我们对‘等’外领域持积极开
放的态度。 ”莫斯敏说，只要涉及群
众关注的公共利益、 相关职能部门
确实存在行政履职欠缺， 锡山区检
察院就会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的方
式，推动相关部门依法行政，助力公
益问题的解决。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深
耕“等”内地、精耕“等”外田，将公共
安全、互联网公益保护、文化遗产和
国家尊严保护以及未成年人、妇
女权益保护和消费者、投资者权
益保护作为拓展案件范围的重点
领域，去年以来办理“等”外案件 38
件。

自去年 9 月底以来， 云南省腾
冲市人民检察院已办理“等”外公益
诉讼案 26 件， 涉及公共卫生安全、
人民币图案保护、 边境国防和军事
利益保护等领域。“这些案件都涉及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国家利益、公
共利益。”腾冲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
察部主任王家逵说。

值得关注的是， 目前已有多地
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 为扩大检察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等工作提供法治
支撑。

比如，5 月 15 日， 浙江省人大
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
工作的决定。在办案范围上，除了明
确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
安全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该决定
还提出，积极稳妥探索安全生产、个
人信息保护、 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
公益诉讼案件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6 月 18 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通过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
决定，7 月 1 日开始施行。 在现有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的基础
上， 上海根据自身特色新增涉及城
市公共安全、金融秩序、知识产权、
个人信息安全、 历史风貌区和优秀
历史建筑保护等公益诉讼领域。 同
时， 还为未来制度探索留出充足空
间， 鼓励检察机关在更多领域创新
试错。

呼吁专门立法

全国政协常委、 国务院参事甄
贞建议，在鼓励、引导各地探索实践
的基础上，有序推动民事诉讼法、行
政诉讼法的修改， 扩大公益诉讼受
案范围。同时，加快研究对公益诉讼

单独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适时
针对公益诉讼单独立法， 从而持续
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局禁
毒支队缉毒二大队大队长魏春建
议，要积极探索公益诉讼专门立法，
在前期司法实践和配套规定运行成
熟后，单独制定公益诉讼法。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
表示，随着实践深入，存在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的性质和法律地位等
基本问题法律未明确、 公益诉讼调
查取证手段不足、 向法院起诉前的
程序法律空白等诸多问题。对此，建
议最高检加强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沟
通联系， 促成将公益诉讼专门立法
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

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开， 从顶
层设计到实践落地， 作为公益司法
保护的“中国方案”，公益诉讼检察
制度受到广泛关注。

如今， 迈进全面实施第 4 个年
头， 检察公益诉讼开始追求阶梯式
前进，更加看重办案质效和规范。湖
南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
姚红说：“老百姓说我们是群众利益
的守护者、 代言人， 这是肯定和期
待，更是鼓励和鞭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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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检察机
关积极拓展检察监督
新格局， 办理了大量
公益诉讼案件。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检察
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
施至今， 全国检察机
关共立案办理公益诉
讼案件 31 万余件。 以
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
行政机关自我纠错、
依法履职，确立“诉前
实现保护公益目的是
最佳司法状态” 的目
标追求， 充分展现了
公益诉讼独特的程序
价值。 相关人士呼吁，
应适时针对公益诉讼
单独立法， 从而持续
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
度的完善。

拓展检察监督新格局 实现保护公益目的

检察公益诉讼全面实施三周年 期待专门立法

检察公益
诉讼历程
●检察公益诉讼是在 2015
年渐渐进入公众视野的。
2015 年 7 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授权最高检在部分地区开
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 同年，
最高检在全国 13 个省、自治
区、 直辖市开展公益诉讼试
点。
●2017 年 6 月，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了修改民事诉讼法
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 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自 2017 年在
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开。
2018年、2019年相继修订人
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
明确了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
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的职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数据显
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自 2017 年 7
月全面开展至今， 全国检察机关共
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31 万余件，
其中， 行政公益诉讼 29 万余件、民
事公益诉讼 1.8 万余件。

3 年来， 检察机关共办理诉前
程序案件 27 万余件，其中向行政机
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26 万余件、发
出民事公益诉讼公告 1 万余件；提
起诉讼 1 万余件。 行政机关对诉前
检察建议的到期整改回复率超过
96.9%。

从公益诉讼检察“4+1”领域情
况看： 检察机关办理生态环境与资
源保护领域案件 17 万余件，占办案
总数的 54.9%， 督促恢复被毁损的
耕地、林地、湿地、草原 427 万余亩；
办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案件 8 万余
件，占办案总数的 28%，督促查处、
回收假冒伪劣食品 100 万余千克，
督促查处、 回收假药和走私药品 5
万余千克； 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领域案件 5000 余件，占办案总数

的 1.85%， 督促收回国有土地出让
金 268 亿余元； 办理国有财产保护
领域案件 2.9 万余件， 占办案总数
的 9.51%，督促保护、收回各类国有
财产价值 70 亿余元；办理英雄烈士
名誉荣誉保护领域案件 70 余件。

相对于私益诉讼， 公益诉讼具
有制止“公地悲剧” 发生的重要作
用。在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
监督机关， 本身就肩负行使检察权
追诉犯罪、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
益的职权，在运用法律、监督执
行方面，比其他公益诉讼主体更
具优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郝明
金指出，实践证明，检察机关参与公
益诉讼对于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保
护公共利益不受侵犯、 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重大意
义。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生命力
不只是写在法律当中， 更重要的是
真正能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 ”中国
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说。

延伸阅读〉〉〉

检察公益诉讼三年成就

去年以来，多
地纷纷出台加强
检察机关公益诉
讼的决定，授权检
察公益诉讼“等”
外探索，开启“等”
外探索加速度，检
察公益诉讼适用
领域扩展至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等。
图为江苏省海安
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官前不久与某
小学留守儿童一
起开展“同舟共
济， 检护明天”活
动。
CNSPHOTO提供

7月以来，吉林省集安市万亩油菜花向阳盛开，如期迎来新一轮旅游高峰。为全面打造安全景区，近日，吉林省通
化边境管理支队凉水边境检查站执勤民警们创新推出“旅游 110”工作机制，在景区内通过发放宣传单、悬挂安全提
示、张贴安防宣传画报等形式开展边境法规宣传。 图为巡查现场。 郑博文 付新明 韩秉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