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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检察制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为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推进法
治政府建设、加强公共利益保护，加快推进社
会治理现代化所作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与安
排，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新发展
理念和关于治边稳藏的重要论述，促进美丽西
藏、法治西藏建设，推进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
久安，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朱雅
频说，2017年7月,自公益诉讼检察制度在全
国正式推开以来，我区检察机关切实履行检察
机关“公共利益代表”的职责使命，推动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成为全区检察工作转型创新发展
的新增长点和最大亮点，赢得社会广泛点赞。

◎聚焦五大领域，依法开展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

紧盯“五大领域”突出问题，发挥依职权主
动监督利剑作用。两年来，全区检察机关共摸
排公益诉讼案件线索1281件，立案630件，向
社会发布民事公益诉讼公告 21 件，向人民法
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16 件，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1件。

积极构筑生态环境资源公益保护检察屏
障。紧盯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领域突出问题，探
索建立“专业化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实践+
社会化综合治理”为一体的生态检察新模式，
共立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 440
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392件，依法提起13件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均赢得法院判决支
持；环境恢复265.666亩，补植复绿6136.4亩，
种植树木37万余株；清理垃圾3562.6吨，销毁
塑料袋26.8万个；拆除违章建筑7处，督促行
政机关生态投入3347.56万元。

着力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和药
品安全。以农贸市场、超市农畜产品、加工食
品销售、网络餐饮销售和药品销售为重点，共
立食品领域公益诉讼案件175件，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158件，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1件，督促行政机关查封、扣押23.58万元
的过期食品2.1吨，查扣、销毁不合格药品124
盒（瓶），注射液14箱，医疗器材37箱，并诉请

启动药品召回程序。
“亮剑”保护国有财产和受损社会公益。

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因监督主体缺位导致公
共利益缺乏法定力量保护产生“公地悲剧”的
事案例，对国有土地使用权领域突出问题立案
15件，发出检察建议15件；督促追缴未批先建
行政罚款 3.9 万元，督促闲置土地开工 5.95
亩，为国家挽回损失120万元；针对国有财产
保护领域突出问题立案12件，发出检察建议8
件，为国家挽回损失76.842万元。

加强英烈权益检察保护。着眼于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摸排英雄烈士权益
保护领域线索4件、立案4件，发出检察建议3
件。

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聚焦因
行政执法不到位导致公共利益得不到保障的
问题重点发力，把通过诉前督促整改程序实现
维护公益目的作为司法最佳状态。两年来，督
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558件，相关行政机关整
改率达到98.1%。检察机关启动诉前程序，行
政机关仍怠于履职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
讼，通过诉前程序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继续督
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如朗县人民检察院诉朗
县自然资源局怠于履职案。

◎完善工作机制，构建社会广
泛参与格局

全区检察机关既坚持练好“内功”，不断提
升专业水平，又注重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公益
保护由“独角戏”走向“大合唱”。

专业化办案机制逐步完善。制定《公益诉
讼一体化办案实施办法》，提出31条具体措施，
丰富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工具箱”；重点培育孵
化专业办案人才，提升干警专业素养；探索检察
建议公开送达，增强检察建议刚性约束。

推动形成公益诉讼工作合力。积极主动
请示报告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区党委将“支持
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列入2018年常
委会工作要点，全区 27 个市县（区）党委、人
大、政府先后出台关于加强公益诉讼工作的意
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林芝市生态
公益林保护条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

度首次明确写入地方性法规；日喀则市人大常
委会通过《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
定》。不断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以
及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衔接，构建起保护公益
系统工作框架。

积极营造公益诉讼良好舆论氛围。加大
检察公益诉讼宣传力度，依托检察新媒体平
台，通过集中宣传、典型个案释法说理等方式，
传递西藏检察公益保护“好声音”，社会各界关
注、支持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氛围逐步形成。

◎不断持续用力，强化公益诉
讼检察产品供给

“全区检察机关坚守不断满足新时代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初心使命，紧盯履行

‘公共利益代表’职责诸多不适应问题，以检察
机关的自我革命来推进把党和国家关于法律
监督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的社会革
命。”朱雅频说。

进一步推动形成公益保护共建共治共享
格局。着眼于推进美丽西藏、法治西藏建设，
更加自觉地把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置于全区大
局中谋划推进，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破难题、解新题、开新局的能力。

不断提升公益诉讼检察专业水准。聚焦
公益司法保护“需求侧”，改革检察公益诉讼

“供给侧”，按照“数量是基础，质量是关键，优
化结构是重点”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的有效供给。

更加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紧
紧依靠人大的监督和支持开展工作，主动向人
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接受审议和质询，适
时推动启动地方相关立法。加强与各级人大
代表和社会各界的沟通联络，主动邀请参与督
促整改、观摩公益诉讼庭审和案件评议、公开
听证等工作，确保依法正确履职。

朱雅频表示，下一步，全区检察机关将认
真贯彻落实区党委和高检院决策部署，按照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完善思路、强化
举措、补齐短板，切实履行好“公共利益代表”
职责，维护好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西藏长
足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本报记者 王杰学

由“独角戏”走向“大合唱”
——我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综述

他说，做警察不简单，要疾恶如仇，要多
管闲事，要吃得了苦，熬得了夜，要能闻得了
人间烟火，也看得到世间疾痛。

他是单增珠扎，桑日县公安局绒乡派出
所四级警长。

从导游半路“出家”
单增珠扎毕业于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原

本学的是导游专业。2012年毕业后他却选
择当了一名警察。

从警对单增珠扎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意味着一切都要从零学起。为了尽快掌握公
安业务和法律知识，他虚心向老民警学习请
教，凭着一股狠劲和对工作的热忱，他很快就
掌握了巡逻防范、处置警情、调解纠纷、侦查
办案等巡警工作技能，成了所领导信任、战友
喜爱的好搭档。

在绒乡派出所工作的 7 年间，单增珠扎
的足迹遍布了绒乡辖区的每个角落。工作
中，他雷厉风行，只要接到出警指令，总能迅
速出警，果断处置；违法犯罪嫌疑人只要出现
在他眼前，总难逃出他的火眼金睛。他以严
谨的态度对待工作，鞠躬尽瘁，是一名不负组
织、不负人民信任的“高原卫士”。

善管小事的包村民警
2017年6月，单增珠扎主动请缨成为管

理最为混乱，人员最复杂的巴朗村、冲达村包
村民警。他所负责的两个村地处城乡结合
部，人流、物流、车流密集，加之个体工商户和
企事业单位较多，治安管控难度较大，他每天
要承担起大量繁重的工作任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单增珠扎发现派
出所每天处理的警情中以群众的矛盾纠纷居
多，而矛盾纠纷调处的及时与否、满意与否，
与社会面稳定息息相关。为此，他立足岗位，
苦练基本功，经常与群众拉家常，在日常工作
中，逐步摸索练就了一套灵活多样的群众工
作调解方法。因为经常在村里走访，和群众
都很熟悉，村里小孩一看见他来了都亲切说

“胖子又来了”。

从警以来，单增珠扎参与调解矛盾纠纷
200 余起，解决群众求助 150 件。一些年轻
民警向其请教调解经验时，单增珠扎总是笑
着说：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接待好每一位群
众，千万不能忽视群众反映的一些鸡毛蒜皮
的琐事，办好“小事”可以成就大事，化解小矛
盾可以消除大隐患。

“只有把每一件小事做好了，百姓才会更
信赖拥戴你，邻里才会更和谐，治安才会更稳
定。”单增珠扎的话语简单，却道出了人民公
安为人民里最根本的道理。

坚守爱民、为民的初衷
在单增珠扎的记事本里，密密麻麻写满

了工作安排：值班备勤、调解纠纷、入户访查、
服务宣传、巡逻防控、护校安园、维稳管控

他经常说：“恨不得一天能有48个小时，这
样我就可以把这些工作做得更细、更深。”单增
珠扎正是用这种“老黄牛”的韧劲干好公安基层
基础工作，坚守着一名警察爱民、为民的初衷。

在同事眼里，单增珠扎是一位工作认真
负责、作风踏实、任劳任怨、敢于担当的老大
哥，也是一位事事都能独当一面，不可缺少的

“多面手”。
2018年8月30日，连日来的降雨使得雅

江水位不断上涨，导致两名驾驶员被困水中，
生命危在旦夕，单增珠扎与其他两名同事接
到群众求助，立即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他
发现水位还在不断上涨，如果不及时将群众
就出可能发生更严重的后果，他毫不犹豫地
跳入江中，将被困人员就起。

2019年10月，正值70周年大庆维稳安
保工作关键阶段，单增珠扎接到妻子的电话，
说父亲因脑溢血卧病在床，他忍住内心的伤
心，一边安慰泣不成声的妻子，一边耐心地给
妻子说：“现在是大庆维稳安保的重要时期，
作为公安民警，这是我的责任。”

电话挂断，原本还“义正词严”的“铁汉”再也
忍不住了，转身背过其他民警，泪划过他的脸庞。

“做警察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用一辈子做好
一件事就行了，只因为心中那最坚定的信念。”为
了那份信念，单增珠扎总是如此默默付出。

■本报记者 张黎黎 通讯员郭育成

单增珠扎：

用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019年12月，阿里已进入深冬。
德吉和她的同事前往阿里采访世界海拔最高的输

变电工程——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这一次采访
后触动很深的她发了一条朋友圈：“当你真正身处他们
工作的环境时，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的。那是无法想
象的苦，是发紫的嘴，是冻伤的手，是回不去的家，是苦
中作乐的精神，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致敬！”

每一次采访，都会让德吉收获一份感动。德吉，西
藏广播电视台的一名记者。2019 年，她从阿里到那
曲，从山南到日喀则，用相机捕捉生活，用话筒传递群
众的声音，用稿件展示时代的进步。她说，新闻工作
者，就应该一直在路上。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要求，宣传思想干部要转变工作作风，加强调查研
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德吉正是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总书记的要求。

德吉说，新闻工作者是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
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更是弘扬主旋律、传
递正能量的播种者。一直以来，德吉的目光都聚焦在
基层，聚焦在最普通的干部群众身上。一次次深入基
层一线，挖掘先进典型故事，德吉用一篇篇有思想、有
温度、接地气的新闻作品，展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019年，对德吉来说是一个新的机遇。根据自治
区机构改革方案，整合西藏电视台、西藏人民广播电
台，组建西藏广播电视台的第二年，德吉有了更大的发
展平台。从幕后到台前，今年的自治区两会，她手里的
录音笔已经变成了话筒，身着一袭红装，用干练自信的
语言，播报着老百姓关注的一个个热点话题……

德吉说，心中有梦想，脚下才会有力量。在偏远
的乡村，在贫困群众的房前屋后，在如火如荼的建设
工地……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记者的身影！

■本报记者 旦增旺姆

德吉：

这一年一直在路上

1月15日，以“奋斗新时代 梦圆小康年”为主题的拉萨市城关区2020年“我

们的节日·春节藏历新年”联欢活动在吉崩岗社区德瑟大院举行。

活动现场，拉萨市城关区委、区政府领导与道德模范、辖区内藏、汉、回等各

民族群众、干部职工等代表一同吃切玛、包饺子、玩游戏、赏文艺等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联欢活动，洋溢着城关区各族群众欢乐、平安、祥和、文明、团结的节日

气氛。

图为各民族群众一同包饺子。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裴聪 摄

共度佳节 互道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