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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希望田野”上的检察之歌
——四平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守护黑土粮仓综述

本报通讯员 夏可竹

2023年6月8日，四平市检察院、铁东区检察院与市自然资源局等11家单位联
合召开设施农业用地专项保护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 赵静怡）“捏
把 泥 土 冒 油 花 ，插 根 筷 子 也 发
芽。”这句长期流行在东北地区的
谚语道出了黑土的优势。双辽市
人民检察院强化黑土地保护检察
工作，为保护黑土地提供坚实法治
保障。

2022 年 4 月 19 日，双辽市人民
检 察 院 检 察 官 在 履 职 中 发 现 ，卧
虎镇报马村等地存在废弃农膜未
处 理 现 象 ，农 膜 多 数 一 侧 埋 在 黑
土层中、一侧残存在耕地表层，对
黑 土 地 生 态 安 全 、周 边 生 态 环 境
和耕作造成不良影响。检察官通
过实地调查、走访农户、调取土地
台 账 及 承 包 合 同 等 方 式 ，确 定 废

弃农膜覆盖面积约为 541.67 亩，涉
及卧虎镇辖区内 3 个行政村。“这
些农业废弃物会破坏黑土地的土
壤结构，导致农作物减产，损害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相关负
责 人 说 ，双 辽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向 卧
虎镇政府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
检察建议，镇政府高度重视，就废
弃农膜残留问题召开专题会议并
制 订 整 改 方 案 ，对 全 镇 范 围 内 的
乡 村 接 缝 、田 间 地 头 进 行 全 面 排
查，对存有农业废弃物残留、污染
物 、白 色 垃 圾 的 地 块 进 行 登 记 造
册，并要求限期清理。不久前，双
辽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率领干警
到 涉 事 乡 镇 进 行 跟 进 监 督 ，经 实

地 查 看 ，黑 土 地 均 已 恢 复 种 植 条
件 ，新 种 植 的 粮 食 作 物 生 长 良
好。据了解，近年来，双辽市人民
检察院累计办理黑土地保护类案
件 116 件 ，推 动 行 政 机 关 积 极 履
职，督促恢复黑土地 1545.01 亩。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的黑土地
保 护 意 识 ，2022 年 7 月 26 日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黑 土 地 保 护 法》正
式 施 行 前 夕 ，双 辽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组 织 干 警 深 入 田 间 地 头 ，积 极 开
展 普 法 宣 传 活 动 。 检 察 干 警 发
放 宣 传 单 ，悬 挂 条 幅 标 语 ，向 村
民 代 表 详 细 解 读 法 律 规 定 ，引 导
村 民 一 从 自身做起，保护好、利用
好黑土地。

“检察干警的宣传让我意识到
了黑土地的稀有和珍贵，在今后的
生产生活中，我将用实际行动保护
好我们的‘金饭碗’。”活动现场，
村民李有力说。

为了营造全民保护黑土地的
良好氛围，双辽市人民检察院还在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学者、
公益爱心人士等群体中选任黑土
地监督员。监督员在提供相关案
件线索的同时，还对检察工作进行
日常监督。“我一定不负使命，履
行好黑土地监督员职责，为加强黑
土地保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
力量。”郑家屯街道党委副书记、
黑土地监督员李旭东说道。

合力清理废弃农膜 保护农民“金饭碗”
双辽市检察院为黑土地保护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夏日傍晚，清凉的晚风拂过，铁东
区石岭镇的李老汉看着自家崭新的鹿
舍笑得合不拢嘴。老伴喊他回家跟工
人们一起吃个竣工饭，李老汉一边说
着要多贪几杯，一边感叹，检察机关解
决了他多年来头疼的问题。

为了做好黑土地保护工作，今年
以来，铁东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
门不断加大摸排相关案件线索力度，
该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就是在摸排过程
中认识的李老汉。李老汉是一个养鹿
农户，为了赚点钱，开始在小范围驯养
鹿。有了初步经验后，李老汉想规模
化养殖鹿，但由于缺乏专业指导，李老
汉未及时到镇政府进行备案，而是自
己干起了“大买卖”。李老汉在没有相
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在耕地上搭建
了临时鹿舍。该院检察官走进李老汉
的家时，他全然不知自己建的鹿舍侵
占了寸土寸金的黑土地。李老汉只是
一个个例，检察官发现，辖区内设施农
业用地由于监管缺失存在很多问题，
黑土地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农户
利用设施农业用地从事作物种植、畜
禽养殖和水产养殖等过程中，违法占
地、改变耕地用途、利用设施农用地变
相“抠、挖、建”等情形层出不穷。针对
该情况，该院开展了设施农业用地领
域公益诉讼检察监督行动，以规范设
施农业用地为切入点，通过治理设施
农业用地中违法占用耕地、备案程序
不规范等问题，实现对黑土地的有效
保护。

通过调阅相关数据，铁东区检察
院检察官发现，全区大部分设施农业
用地未进行依法备案。经过进一步实
地调查，检察官发现辖区内存在新增

设施农业用地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设
施农业用地经营者未按照备案要求使
用土地、超范围占用耕地或擅自改变
土地用途用于非农建设等问题。

铁东区检察院委托有资质的测绘
公司对有代表性的违法点位进行测
绘，确定违法情况，启动检察监督，同
时组织召开设施农业用地领域工作推
进会，邀请四平市林业局、市自然资源
局、铁东区生态环境分局、区自然资源
局、区林水局、区税务局、区农业农村
局、四乡（镇）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及工
作人员参加。会上，相关单位在工作
中加强协作配合、压实责任、强化监
管、完善制度、形成黑土地保护强大合
力等方面达成共识。

针对设施农业用地领域存在的
突出问题，该院向四平市自然资源
局、四乡（镇）政府公开宣告送达检
察建议。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表示，
将积极履职，堵塞监管漏洞，共同
保护黑土地。

铁东区检察院将履行检察监督
职能、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与化解
社会矛盾、促进农村和谐稳定有机结
合，针对李老汉这样的农户详细制定
整改清单，保障农民合法权益。镇政
府协同自然资源局对李老汉所在地
的设施农业用地地块进行测距，帮助
指导李老汉按照设施农业用地要求
进行备案，同时对土地复垦情况进行
专业鉴定。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李
老汉终于建起了养鹿舍。不久前，检
察官再次走进李老汉的养鹿舍，只见
绿树成荫，几十只鹿正在觅食，李老
汉如今已然成为养鹿专家，许多村民
向他学习请教养鹿经验。

近年来，铁西区检察院充分发挥
法律监督职能，始终把保护黑土地、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来抓，严守耕地红线，持续加大黑土
地保护监督力度。

2021 年 11 月 16 日，铁西区检察
院检察长刘欣在开展日常巡田工作中
发现，铁西区平西乡巨丰村村民马某
一直在这里经营一家空心砖厂，占用
巨丰村集体土地修建房屋及其附属院
落作为经营场所，后经营不善，变为物
料堆放场。

后 经 测 绘 ，该 地 块 圈 占 面 积
9075.31 平方米，其中物料堆放占地
2400 平方米，其余地块具备耕种条
件。针对马某擅自占用耕地并非法改
变土地用途的行为，刘欣与行政机关
对其进行释法说理，并对涉耕地案件
线索进行初查评估。之后，铁西区检
察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了行政公益
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行政机关接到检察建议后，对案
件展开调查，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作
出回复。经查，涉案地块小部分被砂
石覆盖，大部分地块未被毁坏，仍具备
耕种条件，行政机关要求行政相对人
拆除违法建筑物，清空砂土。铁西区

检察院将检察长巡田与无人机巡视和
“国土云”系统比对等科技监督“回头
看”有效结合，并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多次实地查看，督促行政相关人尽快
复绿补种。

2021 年 12 月 28 日，铁西区检察
院检察官再次来到平西乡，对涉案
点位进行跟进监督。马某表示待冬
季过后即开展外墙拆除及地表剥离
工作。此后，该院检察官又多次来
到现场，持续跟踪了解整改情况。
2022 年 7 月 4 日，该院检察长巡田工
作组采用“实地踏查+科技巡查”的
模式对涉案点位进行跟进监督。通
过无人机巡田，工作组一行了解到，
具备种植条件的地方已经种植了大
豆，行政相对人表示因有的地方地
势低洼，且土质需要进一步改善，将
于 2023 年种植玉米。2022 年 10 月
28 日，该院联合四平市检察院、中国
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检测团
队，对该地块继续跟进监督。检测
团队分四个点位取土样做鉴定，经
检测，涉案地块已全部达到耕种条
件，适合作物种植。今年 6 月，刘欣
带队再次实地查看，该地块已全部恢
复耕种。

伊通检察院检察官刘国辉再次站
在河岸上，老乡的那席“揪心话”再次
回响在耳畔：“这么多年了，我们老百
姓的责任田一点点被水冲跑了，这可
是打粮的好地呀！我就靠种地过日
子，土地冲没了，让我们老百姓怎么办
啊。”而当刘国辉再次来到西苇河流域
走访时，眼前的田地已经恢复了一片
绿色。

西苇河是吉林省人民的“母亲
河”——伊通河的重要支流之一。近
年来，西苇河流域因受自然灾害等多
方面因素影响，河流改道、多处河床
坍塌，耕地数量减少，水土流失问题
愈加严重。伊通检察院依法能动履
职，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
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职，推动西苇河流
域综合治理，用“检察蓝”守卫黑土
地，守护群众“粮袋子”。

2020 年 7 月，刘国辉带领办案组
干警在摸排案件线索过程中发现，西
苇河流域多处河床坍塌，水土流失严
重。专业勘测公司出具的勘测报告显
示，西苇河流域左右两岸的水土流失
区块共有85处，塌陷总长度1万余米，
塌陷立面总面积2.5万余平方米，其中
46处塌陷区块处于基本农田区域内。

同年9月，该院召集伊通镇政府、
西苇镇政府、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
源局、县水利局 5 家行政机关召开第

一次联席会议，共同研讨西苇河流
域生态环境治理相关问题。会议形
成《西苇河流域生态环境专项整治
活动方案》，确定了水利部门牵头，
行政机关各司其职、协作配合的工
作思路，检察院对问题解决进展情
况持续跟踪监督。

同年10月，该院组织召开西苇河
流域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公开听证会，
邀请上述 5 家单位负责人参会，并由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担任
听证员。听证会围绕西苇河水土流失
情况，各部门履职范围及如何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合力推进流域综合治理等
进行充分讨论。与会各方达成一致意
见：由乡镇政府负责调取土地台账、统
计水土流失的耕地面积和农户情况；
县水利局、自然资源局及农业农村局
负责对新河道进行全面精准测绘，确
定水土流失具体情况；县水利局形成
书面调研报告，争取治理专项资金。

在相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2022
年 5 月，西苇河治理工程被并入中部
城市引松供水工程输水干线管道防护
工程建设范围。2022年11月，项目竣
工，修复基本农田塌方总面积1.56万
平方米，两岸河道护堤工作全部完
成。河岸穿上了“铠甲”，群众担心的
河流两岸土地因流水侵蚀而不断被毁
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2022年7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正式施行前夕，双辽市
检察院检察官向村民详细解读法律规定。

2022年7月，双辽市检察院检察官到卧虎镇就废弃农膜处理问题
开展检察建议跟进监督。

李老汉家建起了新鹿舍
——铁东区检察院履行检察监督职能积极化解社会矛盾记事

本报通讯员 王瑾

铁西区检察院：强化检察监督 严守耕地红线
本报通讯员 金微

用“检察蓝”守卫黑土地
——伊通检察院发挥检察职能助推流域综合治理小记

本报通讯员 姜红叶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四平视察时指出，要采取有效措
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
于人民。四平市检察机关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深入开展
黑土地综合司法保护工作，奋力打造“守护黑土粮仓”检察品牌，在服务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持续彰显检察担当。

融合发力 牢牢守住耕地红线

四平市检察机关持续聚焦司法办
案主责主业，专门出台“守护黑土粮仓”
专项检察监督三年行动方案，全面发挥
检察职能作用，打出“惩治犯罪、化解纠
纷、督促履职、守护公益”四位一体“组
合拳”，力求高质效办好每一个黑土地
保护案件。

今年3月，梨树县检察院办理了一
起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2022
年 11 月至 12 月，犯罪嫌疑人刘某受
雇在他人承包的耕地上平整土地时，
违法盗取、售卖黑土 3432 立方米，致
使取土区域内 4616.73 平方米基本农
田耕作层遭到破坏，种植条件严重毁

坏。该院在调查核实案件情况后，于
今年 3 月 28 日批准逮捕刘某。同时，
为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同步推进基
本农田生态修复工作，该院刑事检察
部门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联合组建

“刑事惩罚+公益保护”一体化专案
组，向刘某及其家属进行释法说理，
讲解破坏黑土地的危害以及触犯的
法律，推动犯罪嫌疑人家属以“土地
平整+有机肥施用”的方式对被破坏
的基本农田进行有效恢复。今年 4
月 25 日，经梨树县自然资源局国土
监察大队巡查检测，涉案地块的基本
农田已全部恢复耕种条件。

调查研究 助力破解监管难题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
案》和最高检部署要求，今年3月以来，
四平市检察机关以常态化、全覆盖开展
检察长巡田工作为契机，组建由两级院
6名检察长、12名副检察长组成的黑土
地保护专题调研组，以“带着问题去、找
准关键点、拿出真办法”的工作总思路，
结合案件办理、专项行动、日常监督中
发现的共性问题，对盗挖黑土、剥离后
表土利用、农资产品安全等方面情况展
开集中调研，向行政执法部门有针对性
地提出监督意见，推动黑土地保护工作
中的普遍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

“盗挖黑土会严重破坏农田的土壤
结构和肥力，加剧水土流失，使农作物

生长严重受限。要进一步分析盗挖黑
土多发的根本性原因，督促相关行政机
关依法履职，有效遏制这种违法犯罪行
为。”今年3月，四平市检察院检察长黄
国华在一次巡田调研中注意到盗挖黑
土问题。随后，在四平市检察院的指导
下，梨树县检察院就辖区内盗挖黑土
问题展开全面排查，发现被盗挖黑土
地块 5 处，梳理总结根源性监管疏漏
13 项。该院召开联席会议，邀请相关
行政执法单位工作人员参加，并向该
单位制发检察建议。该院还促推当
地自然资源部门建立黑土地保护领
域犯罪线索移送机制、农业农村部门
制定被盗挖黑土地块回填修复计划，
实现对盗挖黑土犯罪的“全方位打
击、全链条发力、全过程监督”。

数字赋能 激活监督新动能

2022年以来，四平市检察机关将打
造“守护黑土粮仓”检察品牌与深入落
实数字检察战略紧密结合，持续在释放
大数据监督效能上布局落子，构建“一
个领导小组、一个专门办公室、一个专
家人才库、一份重点项目清单、一套完
善保障体系”的“五个一”数字检察工作
格局，着力打通信息壁垒与数据孤岛，

切实加强案件办理信息化、智能化建
设，为黑土地综合司法保护高质量发展
插上“数字之翼”。

今年1月，四平市检察院立足公益
诉讼检察职能，紧盯当前存在的超备案
面积占用耕地、违法改变设施农业用地
用途用于非农建设等突出问题，联合铁
东区检察院组建设施农业用地公益诉

讼检察监督专业化办案团队，整合多方
数据，构建基础数据池，建立设施农业用
地大数据监督模型并展开数据碰撞与分
析研判。目前，四平市检察机关依托
该模型对比碰撞出的相关数据，向自
然资源部门及乡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
5 件，推动 12 处违法建筑物全面拆除、
3.5 万余平方米耕地恢复种植条件，促
使 4.8 万余平方米设施农业用地依法
规范备案。

“数字战略‘一子落’，检察监督‘满
盘活’。检察机关将设施农业用地监管
这一‘小切口’作为新办案方向，通过大
数据筛查不断探索科学化、智慧化的监
督模式，持续提质增效，实现了黑土地保
护的‘大治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数字
化改革的澎湃力量。”在今年6月28日召
开的设施农业用地检察监督工作推进会
上，受邀出席的吉林省人大代表、全国知
名黑土地保护专家王贵满这样说道。

凝聚合力 有力推动系统治理

为推动黑土地资源的系统治理，
四平市检察机关深入践行“双赢多赢
共赢”的检察监督理念，通过公开听
证、检察建议、联席会议、法治沙龙等
形式，持续强化跨部门、跨区域协作，
推动形成“精治、共治、法治”多方治
理新格局。

近年来，隶属松花江水系的西苇河
流域受自然灾害、非法采砂、治理不善等
综合因素影响，沿岸河床多处坍塌，致使
耕地数量逐年减少，水土流失问题亟待
解决。伊通县检察院在就上述问题向监
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的同时，与伊通镇
政府、西苇镇政府、县水利局、县自然资
源局、县农业农村局等多家单位多次召
开联席会议，围绕水土流失情况、各部门
履职范围、完善治理方案等方面进行充
分研究讨论。在检察机关的有力推动
下，伊通县政府投入资金进行专项治理，

加固护堤工程总长9336.4米，修复塌陷
耕地区块85处，恢复耕地面积34.175公
顷，实现了西苇河流域水土流失这一复
杂性、系统性问题的综合治理。

今年6月，四平市检察机关与铁岭、
抚顺、通辽、辽源、通化等地检察机关联
合建立吉辽蒙三省六市检察机关生态检
察一体化联动机制，合力构建“统筹谋
划、携手并进、多维互动、优势互补、合作
共赢”的跨区域黑土地检察保护协作新
平台。

四平市检察机关还不断寻求黑土地
保护的“最大公约数”，与中国农业大学
吉林梨树实验站、吉林师范大学、吉林梨
树黑土地学院等单位联合建立“四平黑
土地生态保护教育实践基地”，邀请 22
名具有丰富生态修复治理经验的专家担
任“特邀检察官助理”，充实黑土地保护
的“检察智囊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