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方案》明确，在重庆市检察院一分
院、渝北区检察院、江北区检察院、大足区检
察院、武隆区检察院，以及四川省广安市检察
院、前锋区检察院、华蓥市检察院、岳池县检
察院、武胜县检察院、邻水县检察院范围内，
率先开展毗邻地区一体履职工作试点。

那么，一体化履职究竟带来了哪些司法
新变化？

2024年11月1日，一起涉及川渝两地的
跨区域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系列案，
在重庆大足和四川资阳同步开庭审理。根据
当庭达成的调解协议，陈某等16名被告在省
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印制个人信息保
护警示宣传单，在一年内参加3次检察机关指
定的公益活动。

记者了解到，该案是川渝检察机关首次
就关联案件以统一的法律适用、统一的诉讼
请求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该案中，陈某等人以“免费送纸巾”为幌
子，在川渝乡镇集市骗取上万名老年人手机
号码注册APP非法牟利76万余元，其作案手
法精准锁定老年机用户群体，折射出农村地
区个人信息保护的薄弱环节。

面对侵权行为横跨两省市、涉案人员层级复
杂等难题，川渝检察机关打破地域壁垒，重庆市
检察院一分院联合大足区检察院主动对接四川
省资阳市、安岳县两级检察院，成立由两地四院
公益诉讼检察干警共同参与的联合办案组，在侵
权行为地分别立案、协同推进办案。

联合办案组在办案时发现，川渝两地检

察机关对案件存在认识分歧，可能影响人民
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感知。

为此，两地检察机关先后召开7次联席会
议，邀请人大代表参与听证，围绕法律适用、
诉讼请求等核心问题反复讨论，最终以统一
的法律适用和诉讼请求分别向两地法院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

办案过程中，最高检全程督导，而该案探
索的“属地立案+协同调查+统一诉讼标准”
模式，为跨省域公益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
广的有益经验。

“法律适用标准下的同案同判是衡量区
域法治一体化的重要指标。”重庆市检察院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川渝两地幅员辽阔，虽然
存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但毗邻地区
一般差异较小，也是两地人口流动、资源传输
最为密集的所在。“正因如此，探索统一适用
法律标准，是纵深推进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履
职工作试点的重要突破口。”

看个案 创新探索“属地立案+协同调查+统一诉讼标准”

【数 读】

用“一把尺子”办案
画好双城“同心圆”

川渝检察机关探索区域法治一体化新路子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范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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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
日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范
传龙）“这个案件几经波折，现
在终于拿到钱了，我实实在在
感受到了公平正义。”前不久，
重庆市检察院五分院和四川省
马边彝族自治县检察院收到一
起跨省域保险合同纠纷检察监
督案的当事人的感谢信。

时间回溯至 2021 年 12
月，家住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
县的阿克某某驾车与赶铁某
某、古次某某的车辆相撞致人
受伤，法院判决其投保的乐山
某保险公司赔付4.8万元。

然而，当阿克某某向另一
涉事车辆投保公司索赔时，对
方以“判决加重责任”为由拒
付。2024年，阿克某某向马边
县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调查
发现，原审法院在交强险赔付
计算中存在法律适用错误。

同年10月，马边县检察院
依据《成渝金融检察监督办案
指引（试行）》，向重庆市检察院
五分院提请抗诉。

2024年 11月，经五分院
提出抗诉，成渝金融法院引入案外保险公司参
与调解，最终促成三方达成调解协议：乐山某保
险公司追加赔付1.4万元，赶铁某某投保公司支
付5000元。目前，阿克某某已拿到全部款项。

“监督办案过程中，我们与马边县检察院
通过线上系统共享案件信息，解决了办案系统
内跨省移送案件和证据的技术问题。”五分院
成渝金融检察部检察官薛启飞表示，通过精准
监督纠正个案偏差促进裁判尺度统一，有利于
助推成渝金融纠纷一体化协同治理，为开展跨
省域金融法律监督提供了示范。

2024年以来，五分院及相关基层检察院共
受理成渝金融检察监督案件253件，发出各类
检察建议146份，抗诉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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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多一点】

深化川渝检察协作，重庆市检察院联合四
川省检察院召开四次川渝检察协作联席会，建
立协作机制百余项。

重庆市检察院、市检察院五分院、两江地区
检察院分别设立金融检察官办公室或金融检察
部，迄今已规范办理属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范围内的金融民事诉讼监督案件640余件。

开展长江流域一体治理，川渝检察机关共
建长江干流、嘉陵江等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机制，互移案件线索107件，立案55件，发出

检察建议38件，联合巡河146次。

共育川渝检察人才队伍，两地检察机关
常态化开展联合培训，开展线上讨论互动、线
下交流互派200余人次。

▲川渝两地公益诉讼检察官在重庆市大足区、四川省安岳县
开展普法公益活动。

一场关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检察探
索，同样在川渝高竹新区悄然展开。

川渝高竹新区是重庆市、四川省两省市
贯彻落实党中央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重大国家战略，共同批准设立的全国首个
跨省共建新区。

为护航高竹新区高质量发展，早在2021
年10月，重庆市渝北区检察院、四川省邻水县
检察院在此联合设立检察服务中心，探索推行

“一个窗口”受理、“一个团队”办理、“一个标
准”司法的一体化检察履职模式，出台常见检

察业务工作指引2个，统一43个社会危险性评
价指标、12个常见罪名相对不起诉标准，基本
实现不捕不诉案件“一把尺子量到底”。

今年初春，四川省邻水县检察院检察官
阳世福的案头摆着一份特殊的盗窃案卷宗
——龚某某在重庆市渝北区拾得一部未设密
码的智能手机，返回邻水县坛同镇后盗刷微
信零钱1765.9元。

过去，像这样一起看似寻常的刑事案件，会
因川渝两地追诉标准的差异而显得“棘手”——
如果按四川省1600元的盗窃罪追诉标准，涉

案金额已超门槛；但重庆市的入罪标准则是
2000元。这类案件究竟是诉还是不诉？

从个案联动到类案标准。2023年7月，
重庆市渝北区与四川省邻水县检察院经数月
调研，联合制发《涉新区常见相对不起诉案件
工作指引（试行）》，为交通肇事、盗窃等12类
刑事案件设立统一的不起诉标准。

正是根据这一指引，考虑到龚某某的盗
窃行为发生在川渝共建的高竹新区，且具备
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赔等法定从宽情节，
检察机关最终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截至目前，共依托川渝高竹新区检察服
务中心办理各类案件191件，5件获评省级以
上典型案例、优秀案例，1件获评全国检察机
关行政检察优秀案例。

看类案 统一高竹新区12个常见罪名相对不起诉标准

5月7日，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即将到来
之际，城口县检察官走进农贸市场开展“回头
看”，曾摆在案板上论斤称卖的“白鱼”早已不
见踪影——现如今，这个学名多鳞白甲鱼的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正受到“加强版”守护。

时间倒回至2023年春天。任河水面泛
着薄雾，四川省万源市蒲某、肖某的渔船却
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二人将捕捞的数百尾

“白鱼”运输至上游重庆市城口县贩卖途
中，被当地警方查获。在重庆城口，这种鱼
被称作“鱄鱼”，而四川部分地区则习惯称
为“白鱼”。

经实地调查，万源市少数偏远乡镇确有

售卖“白鱼”的情况，当地也未对其分类化管
理和禁止垂钓，不少老百姓误以为“这种鱼很
常见，不是啥珍稀动物”。

“同一条河流、同一个物种，两地执法司
法保护不能出现‘温差’。”重庆市检察院二分
院依托与四川省达州市检察院建立的跨区域
协作机制，指导辖区城口县检察院将该案涉
及危害野生动物的公益诉讼线索移送至毗邻
的达州市万源市检察院。

为此，两地检察机关联合水产专家制定
标准化认定流程，对物种鉴定、涉案价值评估
等关键证据进行统一规范，创新推出“证据标
准统一、评估方法统一、裁量尺度统一”的“三

统一”工作法。
2024年3月，依托“三统一”工作法，该案

移送达州市检察院对蒲某等人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被告被判在省级媒体刊登致歉声明，并
承担生态赔偿金15.7万元。

与此同时，万源市检察院还针对案件暴
露出的执法认识不一致、监管存在漏洞等问
题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整
治和禁捕禁售禁食宣传，实现“办理一案、治
理一片”。

重庆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川渝检察机关还将探索建立跨区域法律
适用研判和管辖争议解决机制，力争会同两
地公安机关、审判机关联合出台类案指导意
见，促进在更高层面、更宽领域实现执法司
法尺度统一，更好服务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

看公益 消除一条河上的珍稀野生动物执法保护“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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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两地重点产
业，川渝两地检察官前往
一家汽车配件企业走访。

▲全国首个跨省域金融检察部门在渝成立，构建川渝一
体化办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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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县检察院联合
四川省万源市检察院深入
一线展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