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可见
全市检察机关推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工作纪实

“金杯银杯不如老
百姓的口碑！”

“民生无小案！让
人民群众可感受、能感
受、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年来，全市检察
机关将“高质效办好每

一个案件”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检
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坚
持专项行动“牵引”、数字检察“夯
基”、诉源治理“撬动”，推动司法
办案整体质效不断提升。

2023 年，在全市检察机关有
47件案（事）例被最高检或国家部
委评为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
同比上升 1 倍还多；21 篇法律文
书被最高检评为优秀法律文书；
最高检设置的46项案件质量评价
指标，重庆优于全国通报值和超
过全国平均值的指标38项，占全
部评价指标的82.6%，位居全国前
列……

一张张检察办案的“高分报
表”，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司法新期
待新诉求，让公平正义更加可感
可触可见。

专项行动“牵引”
“攥指成拳”守护司法公正底线

2023年11月，最高检发布民事再
审检察建议典型案例，重庆一起百岁
老人追偿车祸赔款案入选其中。

3年前，廖大爷的女儿因交通事故
不幸去世，肇事司机张某因犯交通肇
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但一直拒
绝赔偿。于是，廖大爷和家人一纸诉
状将其告上法庭，法院判决张某连带
赔偿共计49万余元。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法官却
发现，张某没有任何现金财产，名下仅
有一套房产还“官司缠身”——案外人
黄某曾于2021年11月向法院起诉张
某，要求其偿还借款及利息68万余元，
该案“恰巧”也进入了执行程序。

“啷个可能那么巧嘛，这里面肯定
有鬼！”2022年3月，颇感蹊跷的廖大
爷一家向开州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审查案件后，办案检察官发现了
更令人生疑之处——张某与黄某两人
是亲戚关系。“我当时想全款买房，但
银行利率比较高，便向黄某借款，约定
借款月利率为1.5%。”面对质疑，张某
振振有词。

然而，按照月利率1.5%计算，此笔
借款年利率已达18%，大大超过同期
银行房贷利率，张某的借款理由显然
站不住脚。再加上，双方书面借款凭
证落款时间恰为交通事故发生后1个
多月，办案检察官综合判断，其很有可
能预谋以转移隐匿财产、虚构债务的
手段逃避执行。

同年8月，开州区检察院将该犯罪
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张某最终承认串
通虚构利息欺骗法院作出错误判决的
行为，迅速将交通事故赔偿款全部履
行完毕。

2023年1月，当地法院以拒不执
行判决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缓刑一年。

廖大爷的遭遇并非个例。虚假诉
讼案件发现难、查证难、立案难，针对
于此，全市检察机关去年持续开展虚
假诉讼专项监督，办理虚假诉讼监督
案件428件，起诉虚假诉讼犯罪16人，
让打“假官司”者付出“真代价”。

一年来，全市检察机关部署开展
系列专项行动——

“安商护企”系列专项行动，共起
诉侵犯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犯罪251件
449人，清理涉企刑事“挂案”102件。

“百企千家·惠民有感”专项行动，共
办理涉企业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案件
1462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7630万
元。

“护农优商·促城乡融合发展”等
专项行动，起诉破坏耕地、林地及销售
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等犯罪37件58人。

“‘检察蓝’协助根治欠薪”专项行
动，累计支持农民工讨薪1071万元。

……
攥指成拳，聚势发力。专项行动带

动检察办案质效提档升级，透过一个个
鲜活个案，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受、能
感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数字检察“夯基”
大数据赋能高质效法律监督

冬日暖阳照在碧溪河上，微风拂

动，金波荡漾。一幅山清水秀的生态
画卷，离不开一双双“千里眼”的智慧
守护。

去年5月，涪陵区检察院通过当地
水环境指挥调度平台发现了一条碧溪
河水质污染线索。检察官现场发现，
该河段被外来入侵物种水葫芦侵占，
经初步估算，其覆盖河面600米长、面
积30余亩。现场水质检测显示，多项
污染物指标超标。

2个月后，经涪陵区检察院与有关
部门诉前磋商，督促各方履职、合力整
治，碧溪河的水葫芦被清理完毕。以
此为契机，由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启动
一体化办案机制，推动辖区开展碧溪
河全流域治理，整治各类污染源162
个，清理流域垃圾1200余吨。

大数据监督的“甜头”不止于此。
去年2月，涪陵区检察院就一起非法捕
捞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两
名被告人被法院判决承担近13万元生
态资源损失费用。值得一提的是，办
案检察官正是借助“渔政AI预警处置

系统”调看现场实时录像，引导公安机
关锁定“在场”证据。可谓“法网恢恢，

‘数’而不漏”。
2023年，重庆市检察院主动融入

“数字重庆”“数字法治”建设，专门制
定数字检察战略行动方案，统筹三级
检察院研发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31
个，在全市范围推广应用的“非羁押犯
罪嫌疑人监管与办案流程监督模型”

“涉毒洗钱犯罪法律监督模型”等成效
初显，累计发现监督线索932条，监督
办案65件。

一场风劲帆满的数字革命，正推
动法律监督从个案向类案、从办理向
治理转变。

诉源治理“撬动”
检察建议开出惠民法治良方

“扫码点餐不再是唯一选择，实体
菜单、人工点餐、现金支付等服务又回
来了！”去年6月起，渝北区餐饮行业迎
来服务升级，让不少老年人告别“付款

难”。
这得益于渝北区检察院办理的一

起公益诉讼案。
去年2月，该院公益诉讼部门收到

线索称，辖区部分餐饮商家强制推行
扫码点餐服务。该院随即开展专项调
查，发现诸如点餐前须关注商家微信
公众号、不提供人工点餐等强制推行
扫码点餐行为较为普遍。

“这种做法是通过设定不公平、不
合理的交易条件，对现场就餐消费者
的一种强制交易行为，侵害了消费者
的公平交易权。”同年5月23日，该院
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相关领域
的专家作为听证员进行论证。

专家论证后一致认为，扫码点餐
需要提供个人手机号等信息，存在个
人信息泄露风险，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同年5月29日，该院向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
依法履行职责，对强制推行扫码点餐、
侵害消费者权益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的行为进行查处和规范，并向酒店餐
饮行业协会发出工作函，督促开展行
业整治。

一份检察建议，让消费体验更为
安全便民，这也是检察机关以诉源治
理助推社会治理的生动注脚。

数据显示，2023年，全市检察机关
共立案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485件、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2048件，发出诉前
检察建议或开展诉前磋商 2144 件。

“绝大多数公益损害问题都能在诉前
得到解决。对于诉前解决不了问题、
具有示范意义的案件，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281件，全部获法院支持，以

‘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市检
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结合办案
中发现的问题，全市检察机关积极发
挥检察建议在纠正违法、预防犯罪、促
进治理等方面的作用，去年向有关单
位提出堵漏建制、防范风险的检察建
议315件，以诉源治理撬动社会治理。

满宁 武佳佳
图片由市检察院提供

检察官运用大数据监督模型研判涉未成年人案件线索

检察官就一起公益诉讼案走访涉案企业，推动升级船舶拆解工艺、实
现污染溯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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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文旅融合发展，联合创建文化和
旅游区域协同发展国家试验区，加快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合作开发旅游线路，共同打造“宽洪大量”“点石成金”等文旅

品牌组合，支持体育赛事、演艺活动异地联合举办。
当宽窄巷子的川西民居遇上洪崖洞的吊脚楼，金沙遗址琳

琅金器融合大足石刻精美石刻……自古山水相连、地域相邻的
巴山蜀水如何共同打造文旅品牌组合，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1月21日，记者就此连线了重庆市政协委员、渝中区文化
和旅游委主任李嘉婧和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蒋思维，请
他们分享各自观点。

重
庆
洪
崖
洞
景
区
，游
客
在
拍
照
留
影
。

（
本
报
资
料
图
片
）

首
席
记
者

龙
帆

摄\

视
觉
重
庆

成
都
宽
窄
巷
子
，游
人
如
织
。

（
本
报
资
料
图
片
）

“‘宽洪大量’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让我倍感振
奋。”作为重庆知名旅游景点洪崖洞所在地的“文旅
大管家”，提起“宽洪大量”，李嘉婧的语气里满是激
动和自豪。

一组数据，证明了巴蜀两地文旅资源强强联手
的成功：

2023年春节期间，重庆洪崖洞景区接待游客93.6

万人次，比2019年春节增长36%；成都宽窄巷子接待
游客105.26万人次，比2019年春节增长370%。

自此，洪崖洞、宽窄巷子双双创下开街以来节假
日最高接待量。

“宽洪大量”未来将如何发展？
李嘉婧说，目前“宽洪大量”文旅品牌正在联手

以宽窄巷子、洪崖洞为中心，打造旅游精品线路，吸

引游客从一点到一线，从一线到一城。
游客纷至沓来，“宽洪大量”联手的目的是否已

经达到？
李嘉婧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未来的‘宽洪

大量’，不仅仅是两个景点的联名，而应该成为巴蜀
两地文化并蒂花开的典范。”

对此，李嘉婧建议，“宽洪大量”可联手进行文艺
精品创作，将巴山蜀水间孕育出的独特人文风情搬
上舞台，让游客们在赏景的同时，还可以读史、品情，
真正让旅游跳出“到此一游”，成为“深度体验”。

“宽洪大量” 让同根同源巴蜀文化并蒂花开

在两人看来，巴蜀两地文旅金字招牌的强强联
手，是为了更好地闯出去，用“巴蜀韵”向世界展示

“中国味”。
未来，如何进一步凸显“巴蜀韵”？
李嘉婧说，川渝两地文旅部门已经备好系列“组

合拳”。
两地将培育一批高品质文旅产品，推进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川渝共建，推动精品景区串珠成链，共推
魅力都市、熊猫故乡、壮美三峡、巴蜀文明等川渝跨
省主题旅游线路。

同时，两地还将携手举办一批文旅营销推广活
动，共同打响“安逸四川·巴适重庆”文旅品牌，联合
面向境内外推广巴蜀主题线路产品，联合开展“川
渝-澜湄”文化旅游交流活动等。

蒋思维说，未来川渝将加强协作，整合两地石
窟寺资源，实施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和示范效应的
石窟寺综合保护利用重点项目，建设川渝石窟寺
国家遗址公园，打造中国南方石窟寺保护利用高
地，走出一条具有川渝特色的石窟寺保护利用之
路。

此外，两地还将联手推进一批文化保护传承项
目，协同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
蜀文明进程研究”，联合开展宋元山城遗址、蜀道考
古调查等。

强强联手 用“巴蜀韵”向世界展示“中国味”

一场大足石刻研究院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外
展，因缘际会造就了巴蜀两地文旅的一对新组合
——“点石成金”。

石，是大足石刻研究院精挑细选出的60余件
（套）宋代至明清石刻艺术精品；金，则是展览的举办
地——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谈到此次联手，蒋思维十分感慨，“这就是一场
‘一见钟情’的相遇。”从此，金沙与大足，两个世界级
文化遗产走到了一起，通过“点石成金”，共同展示成
渝双城文化之美。

蒋思维说，不仅如此，“点石成金”还促进了两大
世界级文化遗产各自苦练内功。

随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和重庆大足石刻研究
院签订《学术文化交流备忘录》，巴蜀两大文化遗产
正式牵手，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科研交流、展览交
流、文物保护、宣传推广、社会教育、公众服务、文创
开发、智慧博物馆等多领域开启合作。

蒋思维说，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将进一步加强
与四川各方的合作，把巴蜀石窟的保护利用纳入同
一体系，同时，在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中，开启以
石窟文化为主线的研学之路。

“点石成金” 携手共展成渝双城文化之美

川渝携手打造文旅品牌：“宽洪大量”“点石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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