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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公共利益的代表
全市检察机关担当“上游责任”助力长江经济带发展

自江津到巫山，长江横贯重庆18个区县、绵延690多公里。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三峡平湖，编织出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连系着重庆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让水更清、山更绿、空气更清新、食品更安全……守护好司法这最后的防线，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一年来，全市检察机关积极落实中央、市委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生态保护部署要求，扛起“上游责任”，坚持法治思维，全面依法履职，为推动解决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的

社会治理难题，助推我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日臻成熟的检察方案。

绿水青山的守护者

“船舶油水混合物只能卖给有资
质的企业，不能直接排到江里。”日前，
涪陵区检察院联合长航公安、水利等
部门，对长江涪陵至南沱段江面开展
联合巡查。

登上一艘清淤船时，检察官的再
三叮嘱事出有因。

王鹏（化名）在重庆市涪陵区、长
寿区“无证”收集油水混合物后，非法
销售给湖北省江陵县的张航（化名）加
工生产，造成当地部分水体、土壤污
染。因涉嫌污染环境罪，两人被涪陵
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后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9个月和8个月。

该案系最高检、生态环境部、公安
部联合督办案件。为此，市检察院组
织三级检察机关针对长江船舶污染案
件实施一体化办理，市检察院第三分
院还专门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
议，督促交通、生态环境、海事部门采
取有效措施解决长江涪陵段长期存在
的船舶污染问题。

去年11月，该案被最高人民检察
院评为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12
个典型案例之一。

2019年，全市检察机关坚决贯彻
“1号总河长令”，起诉污染环境、非法
捕捞水产品、非法采砂等破坏环境资
源犯罪1183人，同比上升5.9%。与
此同时，检察机关持续深入开展保护

“长江母亲河”公益诉讼专项行动和污
水偷排直排乱排“集中巡查攻坚月”专
项活动，在水生态安全领域立案公益
诉讼700余件。

刑事打击、公益诉讼“双管齐下”，
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

“三水共治”。数字之外，是老百姓看

得见的变化。
永川区小安溪旁的一处平常的养

殖场里，第一次出现污水流量计、接泵
站、摄像头，荣昌区原来各家养鱼户标
配的“氧气泵”不见踪影，璧山区三江
水库旁堆放27年的2.4万吨生活垃圾
被清理干净……

碧水青山，蓝天净土。去年以来，
全市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领域立案公益诉讼1588件，提出诉前
检察建议1363件，提起公益诉讼52
件。共推动治理被污染的水域、被污
染毁损的耕地、林地等6900余亩，清
理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等近5万吨。

办理大足区红蝶锶业有限公司非
法占地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过
程中，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汇聚多方力
量、遵从经济规律、借助科学手段，一
举根治困扰当地16年的锶渣、废水、
废气污染治理问题，为企业找到一条
变废为宝、绿色发展之路。

“废渣成了宝贝，这得益于科技进
步和公益诉讼的‘倒逼’。”该公司副总
经理谢云富感慨。

用“复方”治顽疾，实现双赢多赢
共赢，给出了生态环保领域破解社会
治理难题的司法新样本。

舌尖安全的维护者

为了让血旺不易变质、卖相鲜嫩，
江津区一家食品作坊老板李刚（化名）
在猪血中添加福尔马林溶液，贩卖给
火锅店及消费者。2018年8月，经依
法履行公告程序，江津区检察院对其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在刑罚执行完毕起3年内，禁止
从事与食品加工、生产、销售有关的职
业。”今年4月，李刚被判处刑罚的同

时，还在市级媒体上公开道歉，支付其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价格10倍的
赔偿金。

2019年，市检察院会同市场监管
局、药监局在全市开展落实食品药品
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重拳
打击制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
犯罪，用最严厉的司法手段保障老百
姓“舌尖上的安全”。

“以前很担心买到‘潲水猪’，现在
潲水都是统一处理，猪肉可以放心吃
了。”酉阳当地的李师傅说。

如今的酉阳县城，家家餐馆外都
摆放着“餐厨垃圾桶”，每天近20吨潲
水被城市管理部门组织统一运往就近
的黔江餐厨垃圾处理中心。而就在半
年前，街上还时常能看到生猪养殖户
开着农用三轮车收集潲水的场景。

“潲水养猪既不卫生，也严重危害

畜产品和公共卫生安全，早就被国家
全面叫停。”为此，酉阳县检察院向当
地城市管理局、农委发出检察建议，推
动建立健全餐厨垃圾处理和监管体
系，促进养猪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办好一个案件，推动一域治理。
“运用互联网新技术，有望根治

‘药师不在岗’‘无处方售药’的老毛
病。”去年5月，永川区检察院提起的
全市首例药品安全领域惩罚性赔偿刑
事附带公益诉讼案获判胜诉。此外，
该院还专门发出检察建议，助推当地
在全市率先推行执业药师远程服务和
电子处方服务，截至去年11月推出该
服务的药店已超过560家，处方零售
乱象得到有效整治。

2019年，全市检察机关开展“保
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公益诉讼
专项监督活动，立案公益诉讼389件，

发出公告和提出诉前检察建议350
件，提起公益诉讼19件。

国有财产的保护者

“这么长时间还没拿到证，真恼
火！”一提起房产证，潼南区某小区业
主赵先生就气不打一处来。

履职过程中，潼南区检察院发现
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长期拖欠土地增值
税、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等税款逾
千万元。该公司还违法收取、挪用房
屋契税税款，致使部分购房业主无法
办理房屋产权证。

为此，该院向潼南区税务局及时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收到建议后，该局采取限制企业
法人代表出境、冻结银行存款、查封公
司财产等措施确保税款安全，追回挪
用契税209.8万元，购房业主也全部
拿到房屋产权证。

以此为契机，潼南区税务局还启
动为期2个月的全面执法风险排查行
动，累计追缴欠税及滞纳金1450万余
元。

2019年，全市检察机关在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领域立案公益诉讼15
件，督促收回土地出让金2亿元；在国
有财产保护领域立案公益诉讼151
件，督促收回国有财产2.4亿元。

以法之名，捍卫英烈荣光。去年
7月，市检察院五分院提起全市首例
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因在微信朋友
圈发表对四川省凉山州30名救火烈
士的侮辱言论，唐丽（化名）被责成在
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恢复烈
士名誉。

专案推动出实招，专项行动见实
效，其背后靠的是检察公益诉讼专门

化、专业化建设的支撑与沉淀。
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以来，全市检

察机关不断建立健全跨区域协作、上
下一体化、办案规范化、巡查常态化为
主要特点的公益诉讼工作机制体系，
创新打造“长江生态检察官”等一系列
特色检察产品，不断拓展公益诉讼履
职范围，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跨区域协作。市检察院与
川、滇、黔、藏、青5省区检察院建立长
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检察协作
机制，形成流域生态保护合力，携手共
筑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上下一体化。运行“线索统
一管理、案件统一审批、力量统一调
配”的公益诉讼一体化办案机制，上下
级检察院协同发挥监督职能。

——办案规范化。市检察院出台
公益诉讼办案规程，全流程规范公益
诉讼案件的立案条件、调查内容、检察
建议、提起诉讼等环节。

——巡查常态化。在全国省级检
察机关率先出台公益诉讼巡查工作办
法，三级检察院全部建立巡查工作机
构，常态化、全覆盖开展巡山、巡河、巡
湖、巡田等工作。

与此同时，全市检察机关大力
加强专业化建设。全市25个检察设
立公益诉讼专门机构，20个检察院
设立公益诉讼专门办案组，建立全
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人才库，选拔
22 名检察官建立公益诉讼专业团
队，探索建立“一箱、一机、一网、一
库”的“四个一”公益诉讼智能辅助
办案体系，检察机关维护公益履职
能力持续提升。

满宁
图片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提供

“长江生态检察官”与有关部门开展联合巡查

綦江：群众就业创业事“一厅办结”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
綦江区人力社保综合服务
大厅，一场强技能业务知识
考评如期举办，数十名窗口
服务人员同台竞技，检验自
身的学习和业务技能增长
情况。这样的考评，在该服
务大厅每月都有一次。

急难愁盼处，初心显担
当。綦江区人社局相关负
责人说，考评只是手段，提
升群众满意度则是最终目
标。2019 年，围绕群众办
事、就业、创业等难点问题，
綦江区深化服务大厅改革、
拓展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全
面实现“一厅办结人社事”，
群众办事、就业、创业满意
度不断提升，真正做到了业
务有精度、服务有温度、改
革有力度。

“一厅办结人社事”
群众办事更方便

近日，原三江丝厂退休员工敖阿
姨来到人力社保综合服务大厅，取
号、等候不到半小时，只提供了一张
社保卡，所有退休手续全部办完。“速
度快、效率高、服务优，为人社局点
赞！”快速办结的效率，让敖阿姨非常
满意。

高效的背后，是綦江区人社局
聚焦群众办事难题，深化“一厅办结
人社事”改革的不断努力。綦江区
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力社保
综合服务大厅于2017年投入使用，
现有服务窗口34个，涵盖了就业创
业、社会保险、人才一站式服务、劳
动维权等业务，把原来需要6个地点
办理的业务融入一个大厅之中，有
效避免群众办事“跑多头、跑多趟、
跑远路”，全面实现了“一厅办结人
社事”的目标。

为了更高效的开展相关业务，綦
江区还同步推进减证便民、全綦通 办、智慧人社三大板块建设，人社局

内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数据贯通、资
源共享，新增40台高拍仪保证群众
办事一律不用自行提供复印件，所有
业务可用社保卡代替身份证。为更
加方便群众办事，还主动上门为工伤
二级伤残人员办理一次性缴纳养老
保险费业务。

同时，为实现简单业务即时办、复
杂业务限时办，缩短群众办事时间，区
人社局持续开展调研，反复论证和实
践，逐一破解行风建设中存在的八大
问题。据统计，自2017年至今，已累
计减少提交材料203项，占群众总办
事材料的42.7%；76%的业务当日即
时办结，90%的业务办结时限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确保业务办理“零超
时”。

“不仅如此，我们还推行‘大厅’
值班长制，领导班子率先垂范当‘厅
长’，中层干部踊跃接棒当‘台长’，群
众办事当场办理、立等可取。”该负责
人表示，目前大厅日均接待群众

1800余人次，办件1000余件。凭借
高效优质的办事服务效能，綦江人力
社保综合服务大厅，成为我市唯一获
评全国人社系统优质服务窗口的综
合类大厅。

打造人才之家
让服务助推发展

“綦江区人力社保局人才‘一
站式’服务平台真是太方便太周到
了。”说起前不久办理社保卡的过
程，梁志忠夫妇一脸笑容。

梁志忠博士是綦江区工业园区
鹏方交通科技的技术副总，是重庆市
认定的高层次人才，也是外籍专家人
才。区人社局在对外籍专家人才回
访慰问时，梁博士表示自己最大的心
愿就是夫妇二人能像普通公民一样
享受医保政策。区人社局了解情况
后，根据相关政策，积极协调区医疗
保障局，在服务大厅为这对全市首例

外国专家夫妇参保并办理了社会保
障卡。

近年来，綦江区结合高层次人
才需求，从促进人才自身发展、支持
人才创业及工作、优化人才生活服
务三个方面着手，设立人才服务专
员，组建“服务团队”，建设人才信息
管理系统，构建“线上+线下”和“1+
N”服务模式，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学
习培训、人才项目申报、职称评审、
个税奖补、安居需求、子女入托入学
等 25项契合实际、具体细化、高效
便捷的服务，切实解决来綦人才的
后顾之忧。

2019年，綦江共提供高层次人才
服务365人次，同时还健全“綦江区人
才信息库”，建立辖区内重点企业、规
模以上企业、见习基地QQ群、微信群
工作联系机制，通过印制宣传册、现场
走访等多种方式打造爱才惜才的人才
氛围，真正使服务成为綦江发展的助
推剂。

开展针对性技能培训
助力脱贫攻坚

贫困户要实现稳定脱贫，关键在
增强“造血”能力，使其具备一技之
长。为此，针对部分贫困户无技能难
就业的现象，綦江区开展针对性的技
能培训。

“重庆火锅调味主要分为炼
油、炒底料和掺汤调味三步。炼油
需要准备好色拉油、牛油、花椒和
郫县豆瓣等材料，特别是油温要控
制好……”日前，重庆火锅调味技
能考核在丁山镇观佛村进行，该镇
34 名建卡贫困人员参加培训结业
考核，全部获得重庆火锅调味专项
技能资格证书。

“拿到重庆火锅调味专项技能资格
证书后，培训机构还会向区内食品企业
推荐优秀学员就近就业，工资可拿到
3000元/月。这样，我们全家脱贫就有
保障啦。”学员王定红高兴地说。

綦江区人社局一负责人介绍，为
使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培训更加切合实
际，2019年，根据产业发展和市场需
求，綦江区拓展了版画制作、电子商
务、特色食品加工、乡村旅游、农林药
种植、家畜家禽养殖6个职业特色工
种培训。

同时结合学员自身需求，适当增
加培训课程，如有种养殖业培训需求
的，在技能培训基础上加上种养殖业
课程培训；有创业培训需求的，在家
庭护理类培训基础上增加 SYB 培
训；对发展乡村旅游有培训需求的，
在安排其参加重庆小面制作的同时，
加上乡村农家菜制作及乡村旅游服
务相关知识的培训，“培训+”的形式
真正让参训的学员端起了技能这个

“金饭碗”。
2019年，綦江区共集中开展母婴

护理、养老护理和重庆小面制作等扶
贫培训专题培训班44期，培训1286
人，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贺娜 刘廷

开展技能扶贫培训 摄/陈星宇

綦江区市民服务中心 摄/王京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