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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一优两高”
守护生态高地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

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

《白皮书》指出，2022 年，全省检察机

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主动服务打造“高地”、建设“四

地”的全省工作大局，积极探索以检察能

动履职服务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路

新方法，有力推动打好解决青海生态环境

领域突出问题持久战，助力提升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推青海生

态文明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更加坚实稳固。

创新重点生态功能区跨区域公益检

察保护机制。探索构建全国重点生态功

能区域生态公益司法保护新机制，在“一

片”（三江源地区）、“一圈”（环青海湖地

区）、“一线”（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三个

区域，试点开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巡回检

察，探索以“属地检察+巡回检察+专项治

理”解决河湖跨流域、地域跨区划、管理跨

部门的“三跨”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路子，立

案办理了熊狼伤人伤畜、保护青海湖裸

鲤、青海湖流域草原失火等公益诉讼案件

278件，办案效果初步彰显。

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与保护“中华水

塔”同向发力。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

职能 助力落实<青海省“十四五”生态文

明建设规划>暨<中华水塔水生态保护规

划>的实施意见》，引导全省检察机关充

分发挥检察职能，积极主动履行检察职

责，聚焦守护“中华水塔”、建设国家公园

示范省等 14 项重点任务，与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同心协力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合力打好解决生态环境

问题持久战。

专项活动服务保障国家公园示范省

建设。先后组织开展“守护好我们的三江

源国家公园”“强化野牦牛公益司法保护”

等公益诉讼专项活动，办理野生动物保护

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70 件，助推野生动物

种群资源持续恢复增长。与此同时，不断

凝聚同防共治检察政治共识，西藏、四川、

云南、青海、甘肃、新疆及兵团人民检察院

在西藏拉萨签订了《关于建立青藏高原及

周边区域生态检察司法保护跨省际区划

协作机制的意见》，通过加强检察履职协

作配合，强化智慧履职、凝聚检察监督合

力，筑牢青藏高原及周边生态安全屏障。

——解读2022年度青海省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白皮书

青海：晒出公益诉讼检察
“成绩单”和“规划图”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一项重大改革部署，也是以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权北京
等十三个省区市检察机关开展为期两年的提起公益
诉讼试点工作。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
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正式建立公益诉
讼检察制度。

2017年7月1日,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在
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青海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
制度的应有作用，全面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推动
解决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关切的突出公益问题，初步探
索形成公益诉讼检察的“青海模式”。

为全面总结青海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提升社会各
界对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认知度和支持度，近几年，青
海省检察机关每年都会通过白皮书形式反映青海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以期更好回应社会关切、接受社会监
督，共同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此次省检察院发布的《2022年度青海省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白皮书》，全面总结了2022年度公益诉讼检
察的工作情况及办案特点，全面回顾了公益诉讼检察
的成效、经验和做法，以及全省检察机关聚焦地方实
际和群众关注，通过能动履职向社会治理的“堵点”

“盲点”发力，将检察职能延伸到背后的制度缺失、管
理不到位等治理问题，对促进依法行政，更好地维护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透过《白皮书》，我们看到，刚刚过去的2022年，
青海省检察机关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中心工
作，忠实履行“公益代表”的政治责任，致力服务打造
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等重大决策谋划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探索推进三江源地区，环青海湖区
域、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巡回检
察，守护大美青海绿水青山，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秉持为民司法、服务地方治理，青海省检察机关
公益诉讼检察主动服务和保障大局，在维护国家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作出不懈努力，对于加强公益保
护、推进依法行政、促进国家治理，发挥了公益诉讼检
察的独特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这
是突出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人民立场价值导向，打造
中国特色法治话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
措，期待青海公益诉讼检察能不断提升参与社会治理
的水平，让群众更多感受到检察公益诉讼新理念带来
的司法红利。

于瑞荣

让检察公益诉讼
守护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于瑞荣

现如今，信用卡已成为日常消费的常用方式，在享

受信用卡带来便利的同时，持卡人也需时刻牢记自己

的义务，自觉遵守诚实守信原则，及时归还欠款，否则

不仅会影响到个人征信状况，还会导致高额利息。近

期，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就受理一起信用卡合同纠

纷案件，最终经过特邀人民调解员的耐心调解，达成调

解协议，化解纠纷。

案起缘由：信用卡欠款被告上法庭
2015 年 8 月，王某在某银行申领了一张信用卡并激

活使用，按照王某与银行签订的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

该信用卡信用额度 24000 元，按月还款。王某使用信用

卡期间，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截至 2022 年

4 月，王某已欠银行借款本金、各项利息共计 48000 余

元。经银行工作人员多次通知催告，王某仍未按约定偿

还借款。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正常的金融秩序，该

银行向城中区法院提起诉讼。

对簿公堂：特邀调解员调解化矛盾
城中区法院受理此案后，考虑到案件事实清楚，法

律义务关系明确，通过调解平台委派给特邀人民调解员

进行诉前调解。人民调解员通过电话沟通联系当事人，

并征得双方同意后介入调解。调解员从情、理、法的角

度劝导当事人，同时告知被告不履行债务需承担的法律

后果。最终，被告王某承认存在违约行为，表示愿意积

极还款，希望银行可以酌情减免一些利息，在调解员的

积极协调和努力沟通下，最终银行同意减免部分利息，

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矛盾纠纷得以顺利化解。

群众有所需，法院有所为。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城

中区法院不断推进多元解纷机制建设，健全完善矛盾纠

纷化解平台，还将省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认证到特

邀人民调解组织中，依法保护金融企业的合法权益，实

现了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当事人诉累、促进社会诚信体

系建设的三重功效，有力推动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

作的开展。

法官提醒：“量力”用卡“及时”还款
在使用信用卡消费时，持卡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

则，坚持理性消费，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一旦信用卡逾

期，不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需要向银行交纳

滞纳金、逾期利息，并被银行系统列入征信黑名单，因此

广大群众要“量力”用卡，忌“超额”消费，当“及时”还款。

信用卡欠款起纠纷
法院调解化干戈

本报记者 于瑞荣

2022年，全省检察机关共立
案公益诉讼案件2288件，同比增
长47.8%，发出检察建议1434件，
同比增长75.1%。提起诉讼的案
件法院判决支持率和公益损害问
题诉前整改率均为100%......

近期，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向
社会公开发布《2022年度青海省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白皮书》（以下
简称《白皮书》），晒出青海省检察
机关公益诉讼检察工作2022年

“成绩单”和2023年“规划图”。
过去一年，青海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有哪些亮点和突破，新一
年又将如何更好发挥公益诉讼检
察职能，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
法、为发展护航，记者带你一一了
解。

民者，万世之本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白皮书》显示，过去一年，全省检察机

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开

展“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活动为契

机，聚焦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身边事，持

续加大办案力度，在把法定领域案件办好、

办扎实的同时，积极办理群众反映强烈的其

他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服务“健康青海”，守护食品安全，全省

检察机关积极探索适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

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机制。省检察院、

西宁市检察院和相关基层检察院启动一体

化办案机制办理的全省首例食品安全领域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一审审结，涉

案的林某某、侯某某等 25 案 31 名被告人分

别被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共计缴纳惩罚性赔偿金 4215 万元

和司法鉴定、仓储保管等费用 57万元。

聚焦“关键小事”，促进消费公平保护个

人信息。在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省检

察院会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省消费者协会、省饭店烹饪协会共

同发出《关于保障消费者享受公平点餐权利

的倡议书》，不断优化和改进“扫码点餐”服

务方式，保护广大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推

动全省餐饮行业守法经营、规范发展。

守住安全底线，助推平安青海建设。全

省检察机关以助力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获

得感为目标，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共办理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

案件 240件，发出检察建议 164件。

持续强化“国财国土”领域公益司法治

理。全省检察机关紧紧围绕非法占用国有

土地、拖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违法储

备土地等问题，立案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38 件，发出检察建议

18 件；督促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性奖

励补贴、社保金、养老金等专项资金监管，防

止国有财产流失，共立案办理国有财产领域

公益诉讼案件 105件，发出检察建议 58件。

坚持为民司法 守护美好生活

办案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

基本途径，案件质量则是检察办案的核心。

《白皮书》显示，2022 年，全省检察机关

以检察工作“质量建设年”活动为契机持续

加大办案力度，提起诉讼的案件法院判决支

持 率 和 公 益 损 害 问 题 诉 前 整 改 率 均 为

100%，3 件案件和 1 份检察建议分别入选全

国典型案例和优秀法律文书。

“公益诉讼案件数稳步增长，案件地区

分布不均衡，案件涉及领域不均衡 ......”《白

皮书》显示，2022 年全省检察机关办理的公

益诉讼案件办案工作呈现六大特点——

公益诉讼案件数稳步增长。全省检察

机关共收集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2440 件，同

比 增 长 40.4%。 共 立 案 2288 件 ，同 比 增 长

47.8%。共发出检察建议 1434 件，同比增长

75.1%。

公益诉讼案件地区分布不均衡。从各

地区立案情况看，西宁、海东、海西、海南四

地区立案数占全省各地区立案数的 64.9%，

海北、黄南、果洛、玉树四地区立案数占全省

各地区立案数的 35.1%。

公益诉讼案件涉及领域不均衡。从案

件领域看，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 1029
件 ，占 45%；食 品 药 品 安 全 领 域 384 件 ，占

16.8%；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 38 件，占

1.7%；国有财产保护领域 105 件，占 4.6%；其

他领域 732件，占 31.9%。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占比较

大。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共立案 1029
件，占立案总数的 45%；共发出诉前检察建

议 611 件，占检察建议总数的 42.6%；共提起

诉讼 23件，占起诉案件总数的 92%。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逐步拓宽。全省检

察机关共办理拓展范围公益诉讼案件 732
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546 件。其中，安全

生产领域 240 件，个人信息保护领域 99 件，

公共安全领域 68 件，英烈纪念设施保护领

域 16 件，历史文化古迹和文物保护领域 26
件，特定群体权益保护领域 37 件，无障碍环

境设施领域 35 件，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 32
件，流浪犬治理类 65 件，其他拓展范围案件

114件。

公益诉讼办案效果日益彰显。通过办

案，督促挽回、复垦被非法改变用途和占用

的耕地 7367亩；督促保护被污染土壤 359948
亩；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地 20 处；督促

清理被污染和非法占用的河道 150 公里；督

促关停和整治违法排污的企业 183 家；向污

染企业和个人索赔治理恢复费用 2468万元；

督促收回被欠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1297 万元；督促收回国家所有财产的价值

670 万元；向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个

人索赔惩罚性赔偿金4125万元。

《白皮书》强调，2023 年，全省检察机关

要紧紧围绕青海“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重

点任务，持续加大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

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发挥好三江源地区

人民检察院作用，充分释放在三江源地区、

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环青海湖等重点生态

功能区探索开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巡回检

察的创新动能，不断优化服务保护长江黄

河、建设国家公园等国家战略的方法措施，

扎实做好中央环保督察相关案件线索办理

工作，助推整治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更

加主动服务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

狠抓司法办案 提升服务质效

省检察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