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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公益诉讼职能 护佑北疆山青水绿
●连春霞●杨小燕

检察公益诉讼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
益保护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原创性成果，生
态环境是检察公益诉讼的重要法定领域，
在服务保障美丽中国建设中检察机关理应
承担更重的责任。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聚力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
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充分
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筑牢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推动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贡
献检察力量。

据统计，2018 年以来，新城区检察院积
极探索“专业化监督+恢复性司法+社会化
综合治理”生态检察模式，共办理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264 件，占检
察公益诉讼案件总数的 65.5%，制发诉前检
察建议 232 件，回函整改率 100%，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3 件，诉讼请求均得到法
院支持。通过案件办理，督促修复被污染、
破坏、违法占用的林地、耕地、湿地、草原
36.4545 亩，督促清除违法堆放的生活垃圾、
固体废物约14.2万吨。

强办案
加大生态环境和资源检察保护司法力度

扎实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着力深化生
态环境整治效果。深入开展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专项检察监督行动，督促清理整治位
于呼和浩特市二级饮用水水源地违规经营
的废品收购站 29 家、木器厂 36 家、各村周

边 60 个固废堆积点。认真部署开展破坏草
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专项监督活动，建立

“林长+检察长”联动协助机制，排查梳理违
法占用林地线索 18 件，提出诉前检察建议
18 件，保护林地 11.955 亩，并针对整改落实
情况开展“回头看”，确保补植复绿、生态修
复工作取得实效。

创立“生态检察”品牌，打造生态环境
保护精品案件。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利用
诉前磋商、检察听证、法律风险提示函等多
元化监督手段，提升公益诉讼检察监督质
效。如已办理的某开发有限公司违法占用
林地公益诉讼案件中，通过刑事检察与公
益诉讼检察部门协同配合，整合调查取证
资源，推行“认罪认罚+生态修复”检察模
式，共同为生态修复开出“良方”，督促企业
恢复植被 18.24 亩，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
673540元。

强协作
构建生态检察一体化保护新格局

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内部协作机
制，深化一体履职。充分认识区域生态环
境保护的整体性、协同性，环境和资源保护
领域“四大检察”紧密关联，强化一体化履
职意识，打破检察机关内部业务壁垒，出台

《内部移送法律监督线索工作规定》，明确
职责分工，深挖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建立线
索移送、流转、办理、反馈、考核一体化模
式，“四大检察”紧密配合、共同发力，形成
整体优化、协作集成的公益诉讼新格局，实
现“公益诉讼+”的多重监督效应。截至目

前，刑事检察部门移送案件线索 6 件，办结
5件。

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理念，构建外部协
作机制，扩大公益诉讼“朋友圈”。加强跨
部门、跨区域协作，以“检察＋N”激发活
力，凝聚公益保护合力。不断探索扩展

“N”的 范 围 ，随 着“ 河 长 ＋ 检 察 长 ”“ 林
长＋检察长”机制运行成效的凸显，支持
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朋友圈”半径
逐渐扩大，联合新城区人民法院、呼和浩
特市生态环境局新城区分局等 5 家单位
会签“生态司法+碳汇”工作机制，探索符
合边疆特点的生态修复新模式。建立“政
协+检察”公益保护协同监督机制，两家
单位共同签署《公益保护协同监督机制》，
首次聘任 33 位政协委员为第一批公益保
护观察员，推动委员提案与检察建议的有
效衔接和双向转化，凝聚检察法律监督与
政协民主监督合力，实现生态公益守护的

“双向奔赴”。着力推动跨区域检察协作
走深走实，携手 12 家大青山沿线检察机
关签署检察公益诉讼跨区划管辖协作意
见，针对跨区划违法放牧行为与卓资县检
察院共享线索，协作发力，针对违法行为
两家检察机关分别向监管单位制发诉前
检察建议督促履职，被建议单位均采取了
有效整改措施。大青山保护管理单位积
极组织开展禁牧专项行动，属地管辖机构
与各行政村建立沟通反馈机制，签署禁牧
责任状，明确职责，同时组建禁牧小分队
入户劝导，宣传禁牧政策 36 次，并依法对
违法放牧屡禁不止现象下达行政处罚 5
起。

强治理
推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

强化诉源治理。依法能动履职，针对辖
区内固体废弃物堆放乱象开展调研分析，积
极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并向区政府报
告，向上推动解决，通过“督”和“帮”的形式，
与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形成工作合力，从源
头上堵塞管理漏洞和社会治理薄弱点。

强化大数据赋能生态检察办案。坚持
“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
用”工作机制，向大数据借力，充分运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数字监督模型，针对发现
的河道固废堆放、河道破坏、水库防护设施
被破坏等情况，共立案 6 件，制发诉前检察
建议 4 件，督促清理河道垃圾约 50 吨，有效
服务生态检察办案。

讲好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故事。坚
持司法与普法相结合。抓好主流媒体阵地的

“正能量”输出，同时依托报刊、网络等平台，
创新普法宣传方式，在市级以上级媒体发布
50篇，制作并播放公益诉讼宣传片28个，开展
公益诉讼讲堂活动5次、“检察开放日”活动10
次；通过“世界环境日”等重大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领域节日节点组织法治宣传活动，悬
挂宣传横幅、发放环保宣传手册、提供法律咨
询等方式，扩大宣传效果，增强群众法治观念
和生态保护意识。充分运用指导性案例、典
型案例的指导、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培育典
型案例，将典型案例作为生态环境法治宣传
的重要载体，打造公益诉讼生态检察名片。

（作者单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
察院）

赡养父母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更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法律义
务。当赡养纠纷发生时，老年人的合法
权益如何保障？在一起赡养纠纷案件
中，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人民法院快
审团队情理兼顾，切实保障了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

原告与被告系父子关系。1995
年，原告与被告的母亲协议离婚，约定
被告抚养权归原告所有。时至今日，被
告已经长大成人，并组建了家庭。2017
年，原告身患疾病导致丧失劳动能力，
且身负外债，而被告却没有履行对原告
所负有的赡养义务。万般无奈之下，原
告将其子告上了法庭。案件审理过程
中，被告辩称没有固定收入，还有一女
需要抚养，没有履行赡养义务的经济条
件。

法院认为，子女对父母赡养扶助
是一项基本的法定义务，也是社会普遍
认可的道德准则，不得附加任何条件进

行限制，更不能随意免除，遂根据被告
实际收入酌情判决被告每月支付原告
抚养费 1000 元。庭审结束后，经过法
官的释法明理，被告也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表示愿意及时履行赡养义务，给父
亲一个安稳的晚年，至此该案顺利审
结。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

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
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
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在父母年老
时，子女应妥善加以照顾，积极对父母
进行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
神上的慰藉，让父母安度晚年。在建设
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不仅要秉承慈孝
文化，通过亲情引导化解心结，也要借
助法律震慑赡养失责行为，让老年人老
有所依、老有所养，让司法的温度永续
绵延。 （娄亭）

发生赡养纠纷 老年人如何维权？

说法法官■ 提示法官■

近年来，因房屋买卖引发的纠纷
时有发生。近日，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二庭成功化解一起二手房买卖
合同纠纷案件，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2022 年 2 月 13 日，吴某、马某在
某房产经纪公司的居间下，促成吴
某、马某与孙某达成了二手房买卖交
易，史某以孙某代理人的名义与吴
某、马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某房
产经纪公司以居间方的名义在房屋
买卖合同上签章。合同签订后，吴
某、马某依约支付了 472000 元购房
款，但孙某未按约为吴某、马某办理
房屋过户手续，吴某、马某遂诉至法
院。据悉，案涉房屋登记在案外人刘
某名下。

承办法官接手案件后，在充分
了 解 案 情 和 双 方 当 事 人 想 法 的 基
础上，发现本案有调解的可能。在
坚 持 依 法 、自 愿 调 解 原 则 的 基 础

上，承办法官多次主动与双方当事
人沟通，从“法”“理”“情”等方面多
角度与当事人沟通，使当事人认识
到调解为最优解纷方案，最终双方
互谅互让，达成了孙某同意协助吴
某、马某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调解
协议。至此，这场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得以圆满解决。

法官提示：
在二手房交易中，产权风险是一

个挖“坑”好手，对卖方及其所售房产
进行资信调查和权属分析，是排除产
权风险的关键。此外，在委托中介机
构提供居间服务时，尽量不委托以

“独立从业者”自居的个人或者没有
正规中介资质的机构，同时，对中介
机构提供的有关房屋和产权人的信
息要审慎对待，尽可能要求出具证明
材料并通过多方渠道核实。

（安滨 贾丹）

房屋买卖是大事 谨慎对待避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