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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河 包 头

段 全 长 220 公

里，自西向东流

经 包 头 市 九 原

区、稀土高新区、

东河区和土默特

右旗，是哺育当

地群众的“母亲

河”，也是造福人

民的“幸福河”。

“像保护自

己的眼睛一样保

护黄河。”包头市

两级检察机关以

习近平法治思想

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导，

以公益诉讼为抓

手，不断强化法

律监督职能，积

极 落 实“ 河 湖

长+检察长”协

作机制，高悬“监

督利剑”，常响

“警示之音”，为

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贡献了检察智

慧和检察力量，

形成了纠正违法

与源头治理、维

护公益与促进发

展和谐统一的工

作格局。

7 月 17 日，

黄河流域9省区

法治媒体大型全

媒体行进式报道

（内蒙古段）采访

团走进包头市，

一同感受了守护

黄河安澜的检察

情怀。

强监督
念好履职“紧箍咒”

在声声鸟鸣中，采访团一行来到了
位于东河区黄河岸边的南海子湿地自然
保护区。翩翩起舞的各类珍稀野生候鸟，
吸引了记者们的目光，大家纷纷用镜头记
录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

“大家看到的这些候鸟，无论是品种
还是数量，都比过去多。”在宣传展板前，
东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高洁向采访
团介绍了候鸟增多的原因。她说：“候鸟
增多主要得益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修
复改善。之前，这里有一座通往鄂尔多斯
市的王大汉浮桥，好多大货车司机为了节
省费用，均选择从此桥通行，道路扬尘、弃
漏机油等污染问题日渐凸显，严重侵扰了
湿地野生动物的栖息繁衍。对此，我们充
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通过三级院一
体化办案模式，共同助推包头市人民政府
拆除该处浮桥，关闭用于通行的浮桥路。
湿地生态渐渐恢复了往日生机，野生动物
的栖息地重归安宁。”

依托“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东
河区检察院通过研判、调查、磋商、听证等
多种形式，找准问题症结，并以会商、检察
建议等方式，督促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执
法部门积极履职，彻底根治了漂浮在黄河
上长达14年之久的“环保顽疾”。该案的
办理达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
果的有机统一，成功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的湿地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此
外，该院还在创新驱动上发力，将公益诉讼
检察办公室设在河长办，下沉检察力量，延
伸公益诉讼触角，创立“源头预防+督促履
职+生态修复”的生态检察模式，有效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工作落深落细落实。

重联动
打出治理“组合拳”

深化协作，在“联”字上用功，打出黄
河流域治理“组合拳”。包头市两级检察
机关紧抓内部联动、外部协同两条主线，

秉持双赢多赢共赢的办案理念，保持高度
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凝聚多
方合力，推动齐抓共管，为黄河生态保护
筑牢法治屏障。

“当地群众有在黄河捕鱼的习惯，为
了防止破坏生态平衡，我们以本地区联
合、跨区域联动的形式开展巡河行动，充
分履行检察监督职能，督促有关执法部门
依法履职，私捕滥捞行为得到了有效遏
制。”九原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杨玲玲在黄河岸边向采访团讲述了多部
门协作“护渔禁渔”的故事。

据介绍，每年4月至7月是黄河的禁
渔期。九原区检察院积极践行“保护优
先”的绿色发展理念，联合包头市农牧局
综合执法大队、九原区公安分局环食药大
队，共同开展黄河禁渔期巡查行动，发现
辖区黄河段存在非法设置捕鱼网兜、网
钩、渔网进行私捕滥捞等破坏渔业资源和
渔业水域环境的违法行为，并将相关线索
移送至河对岸的鄂尔多斯市检察机关，强
协作，聚合力，共同向破坏黄河生态平衡
说“不”。在 2023 年的一次联合行动中，
联合巡河组共没收捕鱼网兜 20 余副、渔
网 10 余张，现场放生黄河水产品 50 余
斤。今年禁渔期，未发现上述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实
施以来，我们按照‘生态检察三大协作统
一行动’的部署，以上下游、干支流、左右
岸协同联动的方式，紧盯违法取用黄河
水、占用河道私搭乱建、倾倒垃圾、禁渔期
私捞滥捕等突出问题，以检察能动履职共
同守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努力打造祖国
北疆亮丽风景线。”九原区检察院副检察
长陈丽梅说。

抓成效
亮出检察“新名片”

东河区检察院拆浮桥修复湿地，九
原区检察院强协作禁止捕捞，这只是包头
市检察机关能动履职，保护河湖沟渠水清
岸畅，守护黄河岁岁安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包头市两级检察机关聚焦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重点问题，
健全完善“河湖长+检察长”长效机制，在
办好案、办精品案上下功夫，树典型创品
牌，力争达到“办理一案、修复一片、治理
一地”的效果，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注入了司法新动能。

“以打造典型案例为抓手，努力提升
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质效，把保护黄河的实
事好事办在群众的心坎上，让百姓尽享绿
色发展带来的实惠。”包头市人民检察院
第八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冯子峣向采访团
亮出了当地检察机关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的“底牌”。他说：“为了发挥公益诉
讼职能，我们通过典型引领、示范带动，有
效提升了检察官能动履职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近年来，除了《督促整治黄河岸线
王大汉浮桥利用项目破坏生态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案》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外，我
们办理的《督促整治污水排放监测数据造
假行政公益诉讼案》《督促三道河扬水站
问题整治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被评为内蒙
古自治区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这些典型案件的成功办理，彰显了包头市
两级检察机关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的检察质效。”

在“听”字上使劲，找到破坏生态“导
火索”；在“联”字上发力，打出治理黄河

“组合拳”；在“宣”字上用功，唱出保护黄
河“协奏曲”。包头市两级检察机关认真
贯彻落实最高检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积极主动发挥
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深化“河湖长+检察
长”联动长效机制，以案件办理推动问题
解决，黄河及支流的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
成效显著，“检察护航”已经成为当地保护
生态安全的一张“新名片”。2022年至今，
两级检察机关共办理涉及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类公益诉讼案件 91 件，
制发检察建议80余件。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千秋大计。包头市两级检察机关牢记
初心使命，用公益诉讼之力，护佑黄河流
域秀美安澜，用报国爱民之心，续写了保
护黄河的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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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禁捕禁捞工作采访禁捕禁捞工作。。

采访团在黄河大桥下合影采访团在黄河大桥下合影。。

采访浮桥拆除公益诉讼工作采访浮桥拆除公益诉讼工作。。 开展巡河行动开展巡河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