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发布会】甘肃：召开  “检行合力共

助乡村振兴”专题新闻发布会

4 月 25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检行合力共助乡

村振兴”专题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全省检察机关“检

行合力共助乡村振兴”相关情况，并发布 9 个典型案例。

甘肃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杨波，省农业农村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小平，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

黄涛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省政府新闻办新

闻发布处副处长周海龙主持发布会。

杨波通报了全省检察机关“检行合力共助乡村振

兴”相关情况。

据介绍，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工

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省检察长会议要求，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充分

发挥公益诉讼检察监督职能，甘肃检察机关自 2022 年

3 月起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检行合力共助乡村振兴”专

项活动，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提供法治保障，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优质检察

产品。

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涉农领域

案件线索 6300 件，立案 6207 件，履行诉前程序公益诉

讼 5656 件，提起公益诉讼 433 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 261 件。



提高站位，强化组织部署。专项工作开展初期，省

检察院与省农业农村厅以废旧农膜整治为切入点，联合

8 个市州开展监督和整治活动，为各地区专项活动起好

头，筑平台。各市、县检察院相继召开专项行动专题部

署会，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张掖市检察院制定《充分发

挥检察职能 服务保障乡村振兴实施意见》，引领、指

导全市检察机关结合地域特点开展涉农小专项，全方位

推进专项活动；庆阳市检察院将专项工作作为全市检察

机关重点工作任务明确落实，将“公益诉讼助力乡村振

兴专项监督”与“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活动深

度融合，紧盯农村“居”“食”“耕”等突出问题确定

监督重点，共办理涉农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681 件，有力

助推了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结合实际，有序推动专项。三级院按照省检察院《通

知》要求，认真研判分析本地涉农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省检察院确定的七个重点监督方向的基础上因地制

宜开展符合本地特点的“小专项”行动，办理了一批质

效较好的案件。武威市检察院在对部分乡镇面源污染、

基本农田闲置撂荒问题全面分析研判，开展“治理农业

面源污染”“撂荒地整治”等涉农专项活动，推进农田

保护、农产品质量和农村食品安全，着力提升乡村宜居

水平，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共立案涉农公益诉讼案件

399 件，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地 6 处，清理污染和

非法占用的河道 25.7 公里；挽回、复垦被非法改变用



途和占用的耕地 893 亩；督促清除处理违法堆放的各类

生活垃圾 652.2 吨；督促回收和清理生产类固体废弃物

646.9 吨；督促关停和整治违法养殖场 3 个，专项活动

成效明显。

注重协调，凝聚监督合力。三级院对内强化协作配

合，落实案件线索移送；对外加大与农业农村、生态环

境、自然资源等部门协调，切实落实信息交流、案件通

报、联席会议等常态化协调联动机制，形成与行政机关

的监督合力。通过办案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厘清行政主

管、监管职责，对保护机制不健全、监管漏洞等问题，

依法向监管部门提出检察建议，推动完善管理机制，堵

塞监管漏洞，促进诉源治理，确保行政主管、监管部门

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省检察院综合研判省自然资源厅

移交新增乱占耕地建房问题线索 204 件，逐条梳理建立

台账并分解到各地区，各地充分调查核实后依法立案办

理乱占耕地案件 108 件。庆阳市检察院加强与生态环境

部门、水务部门、林草部门的沟通协调，联合市财政局

等 9 部门出台了《庆阳市公益诉讼资金管理办法（试

行）》，将长期滞留法院执行账户的 100 余万元公益诉

讼损害赔偿款全额上缴财政，有效破解了公益诉讼资金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难题。与市林长办、市公安

局会签了《建立协作配合工作机制助推林长制深入落实

的意见》，构建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林草

资源管理新机制；静宁县检察院联合县法院、县公安局



等十个部门制定出台《关于加强“静宁苹果”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司法综合保护的意见（试行）》。市检察

院在督促静宁县政府完成 14 家砖瓦轮窑企业拆除工作

的同时，支持企业转型升级更加环保、节能的生产技术

和工艺。

多措并举，提升办案质效。积极践行在办案中监督、

在监督中办案的司法理念，把办案作为乡村治理的有力

抓手，运用多种办案形式，敢于以“诉”的确认体现司

法价值引领要求。榆中县检察院针对尾菜利用转化率

低、无害化处理不到位，导致大量残次蔬菜和蔬菜加工

处理时产生的尾菜倾倒堆放在田间、地头、山沟、河道

内，产生渗出液和恶臭气体，腐烂变质造成严重污染环

境的问题，以诉前磋商、“回头看”、提起诉讼多种形

式有效促进当地政府出台文件治理尾菜回收难、处置难

问题，以实实在在的办案成效助力乡村治理，推动高原

夏菜产业绿色发展；武威市凉州区检察院针对实施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在河道内开挖地沟铺设输水管

道和围垦挤占河道问题，通过实地勘验、调取相关资料

等方式，形成河道及周边自然地形地貌图、河道划界图、

项目施工图及施工前后现场照片及督办整改通知、磋商

会议记录等扎实证据，对经过磋商并制发诉前检察建议

后仍未全面履职的相关行政机关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

讼，并就一审不当裁判提起上诉，经二审法院依法审理，

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



统筹推进，实现多赢共赢。全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

落实“多赢共赢”的监督理念，注重源头治理和协同治

理，实现推动问题解决与保护利用并重。迭部县检察院

会同相关部门针对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成功申报为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当地旅游业蓬勃发展，游客呈

井喷式增长，在给当地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产生新

的生态保护压力和环境保护问题，坚持系统化、多领域

持续监督，着力解决基础薄弱、保护意识滞后、监管部

门多、行政主体复杂等综合问题，实现区域保护长效长

治。平凉市两级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为抓

手，针对古树名木保护存在的问题，以个案办理推动类

案监督，切实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能，与市林长办就起

草《平凉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和重大案件线索等进行

会商，明晰监管职责，推动相关部门通力协作，构建古

树名木保护长效机制，实现生态资源保护系统综合治

理。

乡村振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也是我们共同的

责任和使命，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需要法律的力量

来保障和推动。全省检察机关将以此次专项活动为契

机，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严标准依法能动履职，

持续服务乡村振兴，为建设幸福美丽、安居乐业的新农

村贡献绵薄之力。



@甘肃法治报记者：从前面介绍中我们了解到，近两

年全省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与农业农村部门沟通联动，

以公益诉讼监督推动乡村振兴重点工作落实，请问专项监督

活动对全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起到了哪些作用？取得了哪

些成效？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小平：2022

年开始，省检察院在全省启动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助力乡

村振兴专项监督活动，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主动入

位，密切配合，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检察院、省公安厅

制定印发《关于加强农业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配合工作的实施意见》，及时提供工作资料和问题线索，

联合开展调研摸排，携手推进专项监督活动走深走实。

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各级检察机关聚焦耕地保护、废旧

农膜污染治理等群众关注度高的重点问题，高质高效办

理了一批公益诉讼案件，推动农业强省建设迈出新步

伐，实现新突破。2023 年，全省一产增加值增长 5.9%，

居全国第 4 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3131 元，

增长 7.9%，增速全国位次再进 4 位。此次专项监督活

动的开展对于我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影响是广泛而

深入的，也进一步夯实了农业强省建设的制度保障。下

面，我从 4 个方面作具体介绍。

粮食安全方面。针对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连续多年共同开展农资打假专



项治理行动，印发《检察公益诉讼助力高标准农田建设

专项工作方案》，合力推进撂荒地整治，推动形成了高

标准农田建设管理“1+1+3”政策法规体系，全省高标

准农田建设质效明显提升，粮食面积连续稳定在 4000

万亩以上，粮食产量突破 1200 万吨大关后连年稳步增

加，2023 年达到 1272.9 万吨，再创历史新高。

种业振兴方面。联合召开全省检察机关种业司法保

护工作推进会，出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

侵权行为等政策文件，制定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保护

种业知识产权专项整治行动等方案，各级检察机关积极

推进种业司法保护，加大侵权案件查处力度，严厉打击

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违法犯罪行为，为种业振兴行动

营造了良好法治环境。全省玉米制种面积达到 165.5 万

亩，产种量 6.8 亿公斤，占到全国总用种量的 55%；马

铃薯种薯面积 46.7 万亩，生产种薯 91.4 万吨、原原种

15.5 亿粒以上。

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聚焦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联合开展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

三年行动，加大风险监测频次和监督抽查力度，常态化

巡查检查，全面强化农兽药管理、经营和使用，累计出

动监管执法人员 24.2 万人次，检查生产经营主体 19.2

万多家次，开展农残速测 82 万多批次，严厉打击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化行动，大力

推进农业绿色标准化生产，全省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



农产品达到 2290 个，“甘味”品牌成功实现中国区域

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百强榜三连冠。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方面。以落实省检察院关于农膜

回收利用检察建议为契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

提升工作，突出源头防控、政策带动、部门联动，建立

农膜回收利用部门联合监管执法工作机制，深入推进黄

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地膜科学使用回收等重点项

目，培育回收利用企业 132 家，建成回收网点 1703

个，2023 年全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率达 85.16%，提前 2

年实现国家“十四五”末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 85%的目

标任务。2023 年 9 月，农业农村部在我省榆中县召开

全国农用地膜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同时，举一反三推

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尾菜处理率达 54.7%，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 89%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8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农业强省建设目标，进一步加大与

省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协作力度，探索建立涉农领域公益

诉讼协作长效机制，加力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两确保、

三提升、两强化”重点任务落实，真抓实干，善作善成，

不断开创陇原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视听甘肃记者：我省检察机关对进一步充分发挥公益

诉讼检察职能，服务“三农”工作促进乡村振兴，下一步有

哪些计划和打算？



甘肃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杨波：检察机关将认

真落实最高检《关于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服务

“三农”工作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要求和省委关于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全力做好检察环

节各项工作。

提升政治站位，主动对接重大战略实施。全力做好

服务乡村振兴工作。认真落实中央、省委部署，找准法

律监督与“三农”工作的结合点、着力点，将公益诉讼

工作融入党委政府乡村治理建设的谋划和推进中，紧紧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发展思路、产业规划，增强公

益诉讼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提供更加高质、高效、

暖心的检察服务。

突出监督重点，努力提升服务乡村振兴质效。把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体现在公益诉讼服务乡村振兴工作

实践中，主动加强与涉农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协作联动，

凝聚检察机关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工作合力，把加大耕地

保护、着力改善人居环境、督促整治制造、销售不符合

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等作为监督重点，依法督促行政

机关履职，维护农村群众切身利益。

积极拓展案源渠道，重视媒介宣传引导。调动公众

参与积极性，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种媒介积极征集涉

农公益损害问题线索，及时高效关注民生要点、痛点，



做到公益诉讼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以案说法普法，提升公众认可度和群众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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