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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公益诉讼助力节水行动”重点
工作项目拉开帷幕。该项目旨在助力
呼和浩特市水资源保护，推动自治区

“六大行动”之一的节水行动取得实效，
促进水资源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纵
深发展。水资源保护一直是检察公益
诉讼办案的重点领域，此前，呼和浩特
市检察机关在违规取用水、自备井封
闭、水资源税缴纳等方面办理了一批颇
具成效的案件，尤其在督促再生水利用
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法律监督与生态治
理深度融合的水资源保护之路。

再生水
从“冷板凳”到“热选择”

呼和浩特市地处黄河中上游区
域，年均降水量不足 400 毫米，人均水
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是典
型的资源型缺水城市。破解“水困”难
题，已成为呼和浩特市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命题。然而，随着呼和浩特
城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在用水
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再生水——
这一曾被忽视的“城市第二水源”，成
为破题的关键要素之一。

截至 2024 年底，呼和浩特市再生
水量达到 14736.44 万吨，已建成再生
水管网 270 余公里，但利用率长期低
迷，不足 40%。部分企业已经习惯于
通过指标分配取用黄河水，不愿主动

“多走一步”。2022 年，呼和浩特市两
家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年度黄河取水量
高达 371.8 万立方米，而厂区门口的再
生水管网却并未使用。“管网通了，企
业为何不用？”这一疑问，成为呼和浩

特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的办
案起点。

2024 年初，检察官们多次走访企
业、勘验现场后发现：再生水水质达
标、管网到位，但企业却顾虑重重——

“改用再生水需改造设备，成本谁来承
担？”“水价与黄河水相差无几，何必折
腾？”《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条例》明确要求推广再生
水，2020年1月1日起实施的《呼和浩特
市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更是明确规定

“应使用而不用的，限期整改并处罚”。
据此，呼市检察院迅速行动，对相关行
政机关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多次召
开磋商会，制发检察建议，与行政机关、
企业“打开天窗说亮话”。

共赢之道
从“检察建议”到“政策红利”
如何兼顾生态保护与企业发展，

什么才是共赢之道？行政机关起初整
改乏力，企业则态度犹豫，整改进入瓶
颈期。呼市检察院并未止步于发出检
察建议，而是进行深入调研，形成《再生
水利用情况报告》，找出症结所在：再生
水定价机制僵化，企业用水缺乏动力。
在案件推进过程中，有企业提出，北京、
深圳等地对于使用再生水在水价上给
予优惠；有的地区根据用水量采取阶梯
水价，鼓励使用。这是一个可行性方
案，但定价涉及到诸多行政审批。2024
年，一场“政策革命”悄然推进。呼市检
察院推动相关行政机关出台《城镇非居
民取用水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对使用
再生水的企业免征水资源税、污水处理
费，水价直降1.5元／吨。

法律刚性加上政策柔性，终见成
效。2024 年6月，案涉企业再生水阀门
正式开启，年节约黄河水 371.8 万立方
米。更为深远的意义是，案涉企业的转
型为全市工业企业树立了标杆，形成示
范效应，多家企业相继签订再生水利用
合同，节水型社会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法润青城
让地方性法规“长出牙齿”

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是技术
的胜利，更是法治的胜利，检察公益诉
讼为《呼和浩特市再生水利用管理条
例》从“纸面”落到“地面”注入了催化
剂，地方性法规为检察公益诉讼提供了
可诉性支持。“过去总觉得法规是‘软约
束’，现在才知道，它背后站着检察公益
诉讼的‘硬拳头’。”一位企业负责人感
慨道。

如今，呼市检察院正将这一经验
复制到更多领域：开启“检察公益诉
讼助力节水行动”重点工作项目，加
强与水行政部门沟通协作，扩大再生
水使用范围、督促封闭违规自备井、
推动追缴水资源税、严厉打击违法取
水……检察公益诉讼与水行政执法“双
轮驱动”，让每一滴水都流淌出法治的
力量。

从“与河争水”到“向再生水要未
来”，呼和浩特市的这一转变，是中国
水资源治理现代化的缩影。检察公益
诉讼，不仅是国家利益的守护者，更
是绿色发展的推动者。未来，呼市检
察院将继续以“检察蓝”执笔，在黄河
流域生态画卷上书写更多“滴水穿
石”的传奇。

聚焦司法动态
共促法治传播

本报讯（记者 赵芳 实习生 武琛洋）3月18
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举办以“聚焦司
法动态、共促法治传播”为主题的媒体见面会。
来自《民主与法制》《人民法治杂志社》《人民法
治网》《中国晨报》《人民日报》《中国城市报》《内
蒙古法制报》《平安首府》和《直通首府》等9家主
流媒体代表齐聚法院，近距离了解法院各项工
作，感受法治氛围。回民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周燕，副院长韩玉东和各庭室主要负责人
介绍了2024年法院工作成效，各媒体代表围绕
法院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见面会上，周燕详细介绍了法院2024 年工
作。她指出，在案件审理方面，回民区法院面对
日益增长的案件数量，积极应对挑战，不断优化
审判流程，提升审判质效。2024 年，回民区法院
受理各类案件 20102 件，审执结 19200 件，结案
率达 95.51%。尤其在民生案件方面，法院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快速高效化解纠纷，维护了
群众的合法权益。

在服务大局方面，回民区法院办结破产案
件 1 件，移送“执转破”破产审查 4 件，推动 3
家企业有序退出市场，481 件案件“终本出清”，
为区域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审
判执行工作成果显著，多项关键指标表现优
异。同时，该院在扫黑除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化解行政纠纷等方面也成绩斐然，执行工作
亮点突出，执行到位金额达 15.01 亿元，多个执
行指标达优。

在司法改革创新方面，回民区法院积极推
进智慧法院建设，推进在线立案、远程庭审等便
民举措。通过信息化手段，打破时间与空间限
制，让当事人足不出户就能参与诉讼，极大地提
高了诉讼效率，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同
时，该院还加强与其他部门的联动协作，建立多
元解纷机制，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有效
缓解了审判压力。

“回民区是呼和浩特市老牌商圈聚集地，回
民区法院如何做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
助力城市经济发展？”“过去一年里，回民区法院
执行工作成效显著，有什么秘诀吗？”在问答沟
通环节，参会媒体记者畅所欲言，围绕法院延伸
职能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加大法治宣传力度等工作进行提问，并提出了
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下一步，回民区法院将继续加大与新闻媒
体的合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回应群众关
切的热点问题，努力提升司法公信力，为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问道”再生水“检益”水资源
呼和浩特市检察院探索法律监督与生态治理融合的水资源保护机制

本报通讯员●贾俊梅

本报讯（记者 岳科坚 通讯员 连春霞 杨小燕）“我们已经认识到‘好评返现’的经营风
险，以前当其他店铺都通过‘好评返现’方式获取关注时，我们也不得不这么做。现在好了，

大家都不用这种方式恶性竞争了，不仅降低了经营成本，也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秩序。”近日，呼
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对辖区“好评返现”问题整治情况开展“回头看”时，某网络餐

饮服务商说道。
伴随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好评返现”在外卖、网购等市场主体中悄然兴起，并成为一种网

络营销方式广受推崇。新城区检察院在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项行动中发现，辖区商家存在“好评
返现”“好评送免费菜品、饮品”“评价返积分”等新型不正当竞争的情形，遂立即展开调查。

通过实地走访、问询、网络问卷等方式，该院认为以“好评返现”的方式诱导消费者进行不客观
的评价，看似能让消费者“薅羊毛”，实则涉嫌虚假宣传，使得其他消费者无法从用户评价中获取关于
商品的真实信息，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影响其用餐体验，同时也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扰乱了市场秩序。据此，该院依法向行政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对网络餐饮服务商
的“好评返现”行为予以规制，维护正常市场经营秩序。行政监管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及时开展整
治工作，组织开展网络反不正当竞争诚信经营行政约谈会，共约谈8家连锁餐饮经营者，针对性指出
问题，并督促其整改，同时要求经营者签署书面承诺书。此外，针对发现的第三方平台可能存在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移送相关主管部门进行研判处理。

“好评返现、刷单炒信、虚假宣传等问题，一直是我们密切关注的领域。随着《网络反不正当
竞争暂行规定》的出台，我们督促商家对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整改，并积极落实检察建议

内容，开展相关专项行动。如今，辖区商家此类恶意竞争行为已经有了明显改善。我们将持
续关注此类问题，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行政监管部门负责办理该案件的工作

人员说道。

新城区检察院
开展“好评返现”整治情况“回头看”

科技赋能公益诉讼 解锁智慧检务新篇

牙克石讯 为贯彻落实最高检“高
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要求，解决办
理公益诉讼案件时取证难、检测难等
问题，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人民检察
院坚持数字赋能、科技强检工作理念，
着力构建“检察技术+公益诉讼”协同
办案新格局，积极推进公益诉讼快速
检测实验室建设，促进检察技术与检
察业务深度融合。

该院公益诉讼快速检测实验室
（以下简称实验室）配备了食品安全综
合分析仪、手持式水质分析仪、重金属
检测仪、四合一气体检测仪、无人机以
及其他辅助工具，具备食品药品、水
质、农残等检测类别中多种危害物质
的专业检测能力，还可利用无人机对
本地区生态修复地修复情况、企业污
染防治情况以及可疑污染区进行勘测

巡航。实验室投入使用后，为该院公
益诉讼案件线索发现、勘查取证等工
作提供了靶向性技术支撑，有效解决
了食品药品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领
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排查难、勘验检
测工作专业要求高、证据灭失快、鉴定
时间长等问题，显著提升了线索核查
的效率。

公益诉讼快速检测实验室是打造
智慧检务、推动现代科技与公益诉讼
业务深度融合的有益探索。下一步，
牙克石市检察院将充分发挥公益诉讼
快速检测实验室发现公益诉讼线索

“锐利之眼”、破解公益诉讼难题“智慧
之脑”的作用，助力提升公益诉讼办案
质效，推动公益诉讼检察事业不断向
前发展。

（曹语）

公益诉讼快速检测实验室公益诉讼快速检测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