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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聚焦

近年来，通辽市扎鲁特旗人民检察
院以公益诉讼为抓手，聚焦野生动物保
护、古树名木修复、生态普法宣传三大重
点领域，探索构建“检察＋行政＋公众”
多元共治格局，为守护一方生态写下生
动注脚。

针对辖区内珍贵野生动物保护不
到位现象，扎鲁特旗检察院依托“刑事打
击＋公益诉讼＋警示教育”三位一体办
案模式，精准打击犯罪。2023 年，该院
刑事检察部门通过与行政机关沟通协
作，发现犯罪嫌疑人斯某某为牟取非法
经济利益，在扎鲁特旗罕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及周边区域收购野生马鹿角共
计 300 余件，价值约 9 万元人民币。最
终，斯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１年，缓刑１

年，并处罚金。针对此案，该院公益诉讼
检察部门以相关行政机关怠于履行保护
动物资源监管职责进行立案调查，并制
发检察建议督促整改。该行政机关通过
成立整改工作组和罕山保护区巡查工作
组、组织护林员开展普法教育培训以及
强化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等方式，切实
履行监管职责，着力筑牢野生动物保护
防线。

同时，针对走访调查中发现辖区部
分古树名木保护栏设置不完备、未按规
定悬挂保护标牌等问题，扎鲁特旗检察
院以“检察＋听证”办理模式，开展专项
监督。该院督促相关部门及时划定古树
名木保护范围，严格落实古树管护制度，
清理古树周边垃圾、修复受损树干、建立

古树防护栏和古树保护档案。经过整
改，全旗48株古树名木实现“一树一牌”

“一树一策”，让这些古树名木真正“老有
所依”“老有所养”。

为加强候鸟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营造良好生态环境，扎鲁特旗检察院推
动形成“政府主导＋检察监督＋社会参
与”的救助合力。2023 年，该院会同旗
林草局、旗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共同发
布了《关于加强候鸟保护的通告》，呼吁
大家共同保护候鸟和生态环境。同时，
该院根据扎鲁特旗特殊生态环境要求，
在全旗设立两个野生动物“120”救助站，
先后救助大鸨、马鹿、丹顶鹤等国家珍贵
野生动物30余只，以法治力量保护扎鲁
特旗生物多样性，巩固生态安全屏障。

在“爱鸟日”“世界环境日”等重要
时间节点，该院策划了“守护蓝天精灵”
系列宣传活动，组织“萨日朗”公益法律
顾问团成员到广场、商场、湿地保护区周
边等人流聚集场所，通过发放宣传手册、
悬挂条幅等方式，提高公众对保护湿地、
保护候鸟、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认知度，引
导群众树立保护野生动物意识，珍惜来
之不易的良好生态环境。

生物多样性保护没有终点，只有连
续不断的新起点。扎鲁特旗检察院将持
续以法治利剑斩断生态破坏黑手，以创
新机制凝聚保护合力，以检察蓝守护自
然绿，让万物生灵在法治阳光下自由生
长，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贡献检察力量。

守护“绿野仙踪”绘就生态画卷
本报记者●刘琪 通讯员●周美楠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
第二边境管理大队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
路径，以“三务融合”为抓手，深度整合基
层党务、村务、警务工作，将党建引领贯穿
始终，让便民服务落地生根，用警务保障
筑牢祖国北疆安全防线，全力打造和谐稳
定的平安边境乡镇。

党务联建 共绘党建“新图景”
为精准把握乡镇治理关键，满足居

民多样化需求，该大队党委联动辖区企
业、社会团体、党员志愿者等力量，搭建白
音查干社区“三务融合”工作实践站平台，
通过线下走访等形式，广泛收集党员、群
众意见建议，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凝聚
治理合力，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
治理全新生态。

针对社区党员年龄结构复杂、学习时
间难统一的问题，社区党支部携手辖区派
出所，创新打造“室内教学 + 户外实践”相
结合的教育培训模式。“通过与派出所党支
部联创联建，共同开展学习交流、主题党日
等，双方沟通更顺畅了，关系也更加融洽，
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许多，我们要把这种模
式坚持下去。”白音查干社区书记在一次学
习交流会上深有感触地说道。

村务联谋 同筑群众“幸福巢”
“这次的课讲得真好，我感觉我们都

能用得上。”辖区王大妈笑着讲道。新巴
尔虎左旗嵯岗镇周边牧民较多，大队各边
境派出所立足实际，将帮助牧民增收致富
作为工作核心，联合牧业技术推广部门，
通过举办技术培训讲座、开展经验交流研
讨会等方式，为牧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

“有困难，找警察”已成为辖区居民
的共识，社区民警与网格员以“双网融合”

为依托，通过入户走访，详细掌握居民情
况，并建立特殊群体帮扶台账，为后续精
准服务奠定了基础。针对老年人、残障人
士等特殊群体，开辟服务绿色通道，提供
上门办理证件、代缴费用等服务，让群众
的幸福感持续提升。

警务联抓 勇当平安“守护者”
为打造“平安边境乡镇”，该大队党

委、各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书记，均进入到
地方党组织班子，整合党员志愿者、网格
员、物业安保等力量，推行警企联防、警民
联巡、警校联动等新模式。加强重点区域
巡逻防控、校园周边安全守护，织密社区
安全防护网，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
的群防群治局面。

同时，该大队积极建设“矛盾纠纷调

解中心”，联合司法所、法院等单位，构建
“多元协同”的调解机制。组织老党员、退
休干部等成立矛盾纠纷调解队，定期开展
矛盾隐患排查，及时发现并化解邻里纠
纷、家庭矛盾等。此外，派出所民警走进
社区、学校、企业等场所，广泛开展反诈、
普法、国家安全等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举办知识讲座、开展案例分析等
形式，不断提升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法
律素养。“近年来，我们致力于预防网络诈
骗，通过多种途径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
识，实现了连续两年‘零发案’的目标。”嵯
岗边境派出所在向群众汇报工作时提到。

下一步，该大队将继续深化这一治
理模式，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不断提升
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辖区成
为居民心中温暖的家园。

“三务融合”见实效 乡镇治理谱新篇
本报记者●柴红 通讯员●程坤彭

播撒法治种子 护航学子成长

鸿茅讯 近日，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人
民检察院的法治副校长们走进辖区学校，
为学子们呈上一堂堂妙趣横生、干货满满
的法治课，为学子们的成长之路点亮璀璨
的法治明灯。

5月29日，六苏木中心校的教室里洋
溢着欢乐的气氛，一场别出心裁的法治课
精彩开讲。法治副校长携手未检团队成
员，以“折纸粽”手工课为切入点，将抽象
的法律知识巧妙融入课堂。活动现场，检
察官向同学们形象地阐释法律与品德教
育的关系，将法律比作粽子上的折痕，强
调只有严守这些“折痕”，才能成长为“有

棱有角”、堂堂正正的人。同学们通过亲
手包粽子，直观体会到法律如同粽子的骨
架，既需要严守规则，也需要用美好品德
充实内涵。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巧妙地
将法律意识、品德培养与传统习俗相结
合，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5月30日，崞县夭中心校庆“六一”校
园文化艺术节迎来法治教育特别篇章。
随着歌曲《山野里的太阳》的悠扬旋律，法
治副校长与未检团队将端午“驱五毒”的
传统习俗与未成年人保护知识深度融合，
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别出心裁的法治文化
盛宴。

活动中，检察官将携带管制刀具、打
架斗殴、吸烟饮酒、夜不归宿、沉迷网络等
不良行为，形象比喻为新时代的“五毒”。
通过鲜活的案例解析与趣味互动问答，生
动诠释这些行为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潜在
危害，警示同学们警惕不良行为的“侵
蚀”。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积极参与法律
知识竞答，在欢声笑语中深化了法治认
知。活动最后，检察官为同学们送上精心
准备的法治礼包——印有检察元素的实用
手提袋与《未成年人自护与法治宣传手
册》，寄托着对同学们“向阳而生 茁壮成
长”的美好期许。 （郭成 赵晓霞 王学清）

“五心”工作法
书写戍边卫林壮美诗篇

根河讯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
原始林区这片祖国北疆秘境中，额尔
古纳河如银色飘带蜿蜒流淌，内蒙古
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北部原始林区分
局奇乾派出所民警们用担当挑起责
任，以实干书写忠诚，让“警察蓝”与

“生态绿”在兴安岭深处交相辉映。
奇乾派出所因地制宜构建了“车

巡+步巡”全天候巡防体系，民警们常
年穿梭在林区公路与边境要道之间，
年均处置警情、险情120余起。在331
国道旁，“遇到红五星指示牌按喇叭，
民警15分钟必到”的承诺，已成为穿越
林海的平安密码。

面对额尔古纳河提前开江的险
情，该所副所长李振宇带领团队日夜
驻守。该所依托森林管护局水文监测
系统，提前联系边防机械队在重点河
段预置了5台应急装备，与沿岸居民建
立起了生命联络线。在这场与时间赛
跑的战役中，民警们成功转移牲畜50
余头，用藏蓝铠甲筑起“零伤亡”防线。

从防火护林到生命守护，该所构
建了“巡查-执法-宣教-共治”防护体
系，并联合林业部门排查灭火设备，全
年无休巡护 95%森林覆盖区；建立赤
麻鸭生态档案，成功救助11只幼崽。

该所将木刻楞民居保护与生态
宣传深度融合，开设“野外生存课
堂”，编制标注 32 处危险区域的安全
手册。通过举报奖励机制激发群众
守护热情，让生态保护从“独角戏”变
成“大合唱”。

“我们的‘五心’工作法，就像木
刻楞年轮里镌刻的生态密码。”该所
教导员刘延东抚摸着辖区特有的木
质民居外墙说道，“每道年轮都是一
重守护——‘细心’丈量每寸林海的
脉搏，‘贴心’化解群众急难愁盼，

‘尽心’织密科技防护网，‘用心’培
育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耐心’
浇灌代际传承的绿意。这‘五心’相
扣的年轮，既记录着民警的坚守年
岁 ，更 见 证 着 人 与 自 然 的 共 生 奇
迹”。从应急抢险到迷途指引，从法
规宣讲到动物救助，民警们用“细心、
贴心、尽心、用心、耐心”在原始林区
书写了戍边卫林的壮美诗篇。

（付猛）

看望社区老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