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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稳妥 主动作为 
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监督职责 

曹春蕾  张洛 

（荣成市人民检察院） 

 

公益诉讼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是新时代检察工作

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自全面部署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以来，山东省

荣成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荣成市院”）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强化责任担当，竭力当好公益“看护人”，以开展专项活动为

抓手，把握时机，把握节奏，有重点、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公益

诉讼工作快速发展，推动公益诉讼工作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

实现新作为、新进步。 

一、凝聚广泛共识，营造各方支持配合的良好氛围 
公益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

导，紧紧依靠人大监督、政府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公益诉

讼工作才能从“独唱”走向“大合唱”。 

一是建立请示汇报机制。始终将检察公益诉讼作为深入推进司

法责任制改革、落实司法为民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主动向市委、

人大汇报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开展情况 3 次，积极争取市委、人大的

支持。荣成市委书记、市长等领导先后作出批示予以肯定。 

二是建立一体化办案机制。先后制定《荣成市人民检察院民事

行政检察内部协作实施办法》、《办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内部协作办法》、《行政公益诉讼诉前会议实施办法》，完善检察

机关内部协作配合机制，畅通部门之间案件线索移送途径，现已有

12 条公益诉讼线索经调查后成案。 

三是建立协作衔接机制。经常性到辖区内各行政主管部门走访

调研，召开座谈会 20 余次，与环保局会签了《关于加强环境保护

领域检察监督意见》，与市场监管局会签了《关于共同维护食品药

品安全领域公共利益的协作办法》，与公安局、民政局会签了《关

于加强协作配合强化英雄烈士保护的意见》，在线索摸排、调查取

证等方面强化配合，在信息共享、技术咨询等方面建立协作。 

二、聚焦重点领域，回应人民群众公益保护的热切期盼 
（一）聚力保护绿水青山。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以系统工

程思路抓生态建设”理念，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作为工作的

重中之重，全力打造“打击监督并重、生态公益并举、检察行政并

联、海湾陆岸并治、法治综治并施”的荣成生态环境检察保护新模

式，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以

实际行动擦亮“自由呼吸、自在荣成”城市品牌。一是大力开展海

洋检察公益诉讼。共办理涉海洋公益诉讼案件 18 件，督促清理岸

滩垃圾 100 余吨，清理被污染海域面积 1500 余平方米，向污染企

业和个人索赔环境损害赔偿金 70 万余元，实现了“办理一批案件，

修复一片生态”的司法保护效果。二是督促恢复矿山地质环境。荣

成市盛产“石岛红”等花岗岩，市场销路很好，许多矿山违法开采，

导致多处废弃矿山长期山石裸露，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不到位。针对

这一监管漏洞，先后向国土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28 份，要求依法充

分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监管责任，采取措施治理恢复。三是开

展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综合治理。向相关行政机关和镇街发出检察

建议 22 件，督促处理违法堆放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50 余吨，清

理被污染水域面积 2000 余平方米，关停和整治造成环境污染的企

业和违法养殖场 3 家，解决了困扰附近居民多年的垃圾污染难题。 

（二）全力守护食药安全。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校园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对辖区内 20 多家校园进行全面检查，针

对发现的问题发出检察建议 5 件，督促彻底整改。针对网络餐饮平

台人员管理不规范、入网标准不严格等问题，发出检察建议 6 件，

督促开展集中清理整治。针对农贸市场销售活禽等没有检验检疫或

屠宰活禽未按规定进行隔离问题，向农业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出

检察建议 3 件，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三）倾力保护国有财产。聚焦社会关切，紧扣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水资源使用费等费用收缴以及服

刑人员违规领取退休金等重点领域，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

8 件，依法保护国有资产。 

（四）合力维护英烈尊严。荣成是有名的“将军县”，走出 177

位共和国将军，有 120 余处烈士纪念设施。部署开展了“保护革命

遗址、维护英烈权益”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和“检察公益红色

行·红色革命遗址”调查活动，先后向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 6 份检

察建议，组织会签了《军地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意见》，通过信息报

送、线索移送、案例通报等方式共享英烈权益保护相关信息，建立

军地检察长效协作机制；与文旅局开展联动协作，督促开展红色革

命遗址保护专项整改；与烈士陵园管理处对接，推动荣成红色数据

平台建设，协同参与“红印迹直播”线下录制，推动做好英烈事迹

的整理、推广、宣传工作。 

（五）奋力拓展公益范围。紧扣公益诉讼立法宗旨，积极回应

人民群众关切，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安全生产、道路交通安全、

妇女儿童及特殊群体权益保护等领域审慎开展公益保护“等外”探

索，先后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 17 件，取得较好效果。 

三、注重精准监督，构建公益保护多赢共赢的监督格局 
牢牢把握“诉讼不是目的、维护公益才是目的”的价值目标，

充分挖掘和发挥诉前程序定分止争作用，充分尊重和调动行政机关

主动履职和自我纠错功能。 

（一）开展整改情况“回头看”，督促落实见效。通过实地督

查、现场走访、查阅台账等方式，推动整改措施、机制建设和成效

巩固压实到位。对检察建议落实情况组织开展“回头看”120 件次，

走访公益受损点周边群众 200 余人次，针对未整改到位问题督促相

关职能部门完成整改 10 件次，力促检察建议“件件有回看、条条

能落实”。 

（二）依法提起公益诉讼，增强公益保护刚性。对于经过诉前

程序，行政机关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或拒不纠正违法行为

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彰显检察机关守护社会公益的刚性。 

（三）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积极拓展案源渠道。通过上线运行

公益诉讼“随手拍”小程序，在官方微信端口开辟线索受理窗口，

利用 12309 检察服务热线、市长热线等平台，广泛收集线索，组织

开展志愿者行动，引导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公益保护。举办“公

益诉讼宣传月”、“检察蓝守护海洋蓝”等专题宣传活动，召开新闻

发布会 2 次，制作微视频、微电影 10 余期，通过“两微一端”和

各新闻媒体及时对外发布工作信息，加强对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

关职能、典型案例的宣传，中央、省级以上媒体采用 20 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