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检察护航“世遗城”高质量发展
全国法治（制）媒体采访团参观都江堰警示教育基地掠影

本报记者●王胜●柴红

为采访挖掘法治护航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生动实践和特色亮点，9 月 19
日，全国法治（制）媒体川渝采访团来到了位
于四川省都江堰市的“堰水清清”生态环境
保护宣传警示教育基地进行参观。

全国法治（制）媒体参观人员在讲解员
的引领下，通过观看图片、视频及 VR 体验，
身临其境般感受了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巨
大危害，全面了解了都江堰市人民检察院近
年来在加强环保宣传，打击非法采矿、捕杀
动物、乱砍滥伐，及时修复被破坏土地、补植

复绿、司法碳汇、增殖放流等方面做出的努
力和取得的成效。

据介绍，“堰水清清”生态环境保护宣
传警示教育基地，占地面积为 240 平方米，
由序厅、体验厅和山、水、堰、道、情五个主厅
组成。基地由都江堰市检察院与市生态环
境局携手共建，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宗旨，以
预防生态环境恶化为目的，以生态环境破坏
反面案例为教材，实现对生态环境保护相关
法律法规的宣传、对生态环境破坏违法违规
犯罪相关知识的普及以及对涉案当事人的

公开训诫等功能，以此增强全民对保护生态
环境的知晓度、认可度和参与度。

其中，水厅代表饮水思源、公正包容。
检察机关为保护岷江，与成都、阿坝、宜宾等
五地检察院成立“岷江流域保护检察联盟”，
上中下游检察机关形成了“统一司法尺度、
提高司法效率”跨区域协作配合机制，坚持

“一条岷江、同等保护”。
山厅代表青山常在、执法护航。都江

堰森林覆盖率已达到60.14%，为让山城一色
的景致更加葱郁茂密，都江堰市委在河长制

的基础上在四川首创了“山长制”，总山长由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兼任，让管护责任落实
到每个山头地块，让绿色成为都江堰市的永
久底色和靓丽名片。

堰厅代表师法古堰、遵章建制。这里
是延续李冰治水之法，治理环境的工作展
示，彰显了尊重自然、崇尚自然，守护生态环
境的理念。都江堰市检察院打破了以往就
案办案的传统思维，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
督促犯罪嫌疑人以增殖放流、砂坑回填、补
植复绿等方式补偿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从而
通过认罪认罚来取得量刑从宽的处理。

道厅代表道法自然、和谐永续。都江
堰市检察院以道家思想为源，走出一条生态
环境保护之路。该厅详细介绍了检察机关
公益诉讼的目的、意义、职责，线索举报方式
等内容。

情厅代表生态名城、感恩前行。2008
年“5.12”地震后，凤凰涅槃下的都江堰怀着
一颗感恩的心，打造生态名城、公园城市、
康养之都。基于此，都江堰检察院打造了

“堰水清清”工作品牌，通过“堰水清清”工
作室走乡入户进景区，进行生态文明保护
等宣传。

今年以来，都江堰检察院以基层院差
异化发展为契机，做实“天府源·生态检察”
工作品牌，组建了“天府源·堰水清清”生态
文旅检察办案团队，高质效办理相关涉生态
公益诉讼、刑事检察案件。依托“生态环境
保护警示教育基地”“补植复绿示范基地”双
基地，建成集“行刑衔接、检察听证、公开训
诫、警示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法治教育基
地。与有关检察院建立“岷江流域生态环境
资源检察协作”机制，探索开展跨区域协作
办案，办理和正在办理涉都四轨道交通项目
沿线公益诉讼案件 12 件，充分体现上游担
当，护航重点项目推进。

“我把自家的农田偷偷挖成鱼塘，你们
检察官咋子晓得的？”屏幕上播放的“公益诉
讼随手拍”宣传短片中，当地群众熟练地打
开“东坡检察官”微信小程序举报违法行为，
引得违法者懊恼不已。9月19日下午，当“全
国法治（制）媒体川渝采访行”记者团来到眉
山市东坡区人民检察院采访时，不禁为这诙
谐幽默的情节会心一笑。

讲解人员告诉记者，这一情节取材于该
院办理的一起真实案例。三苏镇一名群众
通过“东坡检察官”微信小程序举报，有人承
包农田违规挖了10个鱼塘，该院经调查核实
后向主管部门发出了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并
组织召开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整改回复公

开听证，邀请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
人民监督员实地查看评估复垦情况并形成
评议意见。目前，上述检察建议涉及的问题
已整改落实到位。

这起案件的办理是东坡区检察院创新
形成新时代“枫桥经验”东坡检察实践的一
个缩影，也是东坡区检察院开出“四剂良方”
让矛盾纠纷止于检察、化解在萌芽的一次具
体行动。

近年来，东坡区检察院注重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尤其是东坡文化中汲取养分，引导
检察干警“学东坡守初心，办实事守民心”，把

“上工治未病”理念创造性引入检察实践，对
症下药解决当地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和社会

治理难点堵点问题，开出东坡检察“四剂良
方”——未病先防，坚持将检察监督模式由末
端治理转为源头防控；有病早治，坚持矛盾纠
纷早发现、早甄别、早化解，让矛盾纠纷解决
在检察环节；小病大治，以“小案不小看，小案
不小办”工作理念，既解案件“症结”又解群众

“心结”；治病断根，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扎
实做好检察办案司法救助、未成年人帮教考
察、检察建议整改三个“后半篇文章”。

有邻居两人为了门前出行道路拓宽问
题大打出手，导致一人轻伤，经多次调解后
仍无法就赔偿和相邻路面拓宽问题达成一
致。今年 4 月，东坡区检察院检察长张春林
带案下访，将这起邻里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

案件公开听证会搬到了案发地村委会，以
“六尺巷”的故事深入浅出地释法说理，不仅
让两家邻居和好如初，还令在场旁听的村民
代表受到了教育。

“‘四剂良方’是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的积极实践，也是我们化解矛盾
纠纷促进‘案结、事了、人和’的致胜法宝。
正是依托‘四剂良方’，东坡区检察院自2021
年以来已依法办理息诉罢访案件43件，其中
促成民事和解案件24件，行政争议实质性化
解 19 件，切切实实做到了‘去民之患如除腹
心之疾’，为修复受损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
盾纠纷贡献了东坡检察力量。”东坡区检察
院检察长张春林说道。

开出“四剂良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检察院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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