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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改革创新最佳实践案例2020

乡村检察官全覆盖
打通基层依法治理
“最后一公里”

2020年 5月，余姚检察院
乡村检察官由泗门检察室1.0
模式升级为2.0版本，实现全面
入驻余姚21个乡镇（街道）社
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辐
射带动321个村（社区），将检
察职能直接延伸至基层一线，
助推打通基层依法治理“最后
一公里”。

余姚检察院建立7个院领
导带队的乡村检察官联络团队，
每个团队对接 3 个乡镇（街
道）。同时，针对21个乡镇（街
道）的具体情况，将其划分为一
级、二级、三级嵌入，然后有的放
矢地开展工作。

其中，将基层治理任务繁
重的6个乡镇（街道）列为一级
嵌入，其分属于6个乡村检察
官联络团队。乡村检察官领到
了明晰的任务清单，按照任务
清单逐一将工作落实到基层，
如每个月一次随市领导下沉到
矛调中心接访群众，每个月不
定期与街道领导一起到矛调中
心接访，为一些信访案件处理
提供法律意见，参与平安综治
例会和相关活动，一起研究解
决问题。二级嵌入矛盾纠纷较
少的乡镇（街道），检察官采用

“随叫随到”方式参与涉检涉法
问题调处等工作；三级嵌入治
理形势平稳的乡镇（街道），检
察官可以通过电话、走访等形
式收集社情民意，提供法律意
见，参与矛盾调处。

“乡村检察官不只是到
村镇走走看看，和群众拉
拉家常，还蕴含了乡村治
理的法治路径探索。余姚
的乡村检察官以镇街社会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为
驻点，一是开通涉检涉法
涉诉信访接待通道，并为
乡镇其他接访事项提供法
律意见；二是搭建起检察
办案直接服务保障乡村振
兴的平台，把富有成效的
检察产品输送到乡村一
线；三是建立检察工作与
乡镇街道层面的工作衔
接，形成检察参与基层治
理的工作合力。”余姚检察
院乡村检察官办公室主任
李吉达这样向记者介绍乡
村检察官2.0的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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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乡村检察官下沉到一线

打通基层依法治理“最后一公里”

线索在一线、调查在一线、接访
在一线、会商在一线、解决在一线，
余姚乡村检察官创设的“五线工作
法”突出了“一线”的重要性，其在很
多案例中都得到充分体现。比如，
因为在一线发现问题，他们及时介
入一老人家中失窃案，并帮他们度
过难关，将矛盾化解于萌芽阶段。

72岁的周老伯因疾病失去右
眼，他的妻子肾衰竭常年靠透析维
持生命，高额的医药费让原本就不
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维持生
活，高龄且身患残疾的周老伯仍在
劳动，在余姚收裘皮废料。

去年4月，周老伯家中进贼，枕
头底下6000多元给妻子治病的“救
命钱”被偷走。不久后，犯罪嫌疑人
被警方抓获，其身上还有4800元。

周老伯原以为，小偷被抓住了，
被偷的钱应该很快就能拿回来了。
可不久后，他被告知，这笔钱暂时还

“回不来”。原来犯罪嫌疑人只承认
偷了钱，却坚决否认身上那4800元

是赃款，也拒绝赔偿。按照相关法
律规定，这笔钱只能作为犯罪嫌疑
人的随身财物处理。

而周老伯妻子的病情等不得，
眼看妻子的医疗费没了着落，周老
伯又急又慌。当年7月27日，他来
到余姚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
心专设的检察接待窗口寻求帮助。

负责接待的检察官对周老伯的
情况调查核实后，立即将情况反映
给该案承办检察官。承办检察官
主动与办案民警联系，鉴于周老伯
的特殊情况，他们加快办案节奏。
承办检察官和民警一起对案件进
行评估，认定那笔钱是赃款的可能
性很大，经过不懈努力，终于突破犯
罪嫌疑人口供。犯罪嫌疑人承认这
笔钱为赃款，周老伯顺利领取了退
回款项。

另一方面，在审理案件的同
时，乡村检察官到周老伯所住社区
进一步了解其家庭现状，确认他符
合司法救助条件，案件进入救助快

车道，为周老伯申请到了 3000 元
救助金。

“不是所有情况都能体现在案
卷上，一些重要信息可能在案卷之
外，所以乡村检察官深入一线接访
非常重要。”乡村检察官沈琳旦说，
就拿此次周老伯的例子来说，乡村
检察官在一线与民警联合接访，深
入了解案件背后情况的同时，也很
好地安抚了周老伯的情绪。另外，
乡村检察官进驻矛调中心后接访范
围扩大，对涉及办案和可能存在监
督的线索均纳入系统集中研判。以
往，因为案件办理节点不同和承办
人变换等原因，周老伯需要来回跑
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如今，周老伯
跑一次镇级矛调中心，检察官一揽
子处理，还主动和公安机关对接，合
力研判案情。还有，检察机关在办
案的同时没有就案论案，乡村检察
官主动带案下乡，到社区进一步调
查核实周老伯当下经济困难的现
状，主动开展司法救助。

乡村检察官将检察触角延伸至
一线村（社区），着眼于影响农村稳
定、损害农村发展、侵害农民利益的
突出问题，为乡村振兴提供优质法
律服务和有力司法保障。

守牢耕地保护红线，乡村检察
官深入一线发现非法占用农田、滩
涂等问题，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等主管单位发送检察建议，督促其
依法履职；为平安乡村建设保驾护
航，围绕村（社区）组织换届开展专
项监督，起诉涉农“微腐败”等犯罪
活动；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乡村
检察官联合药品管理部门和卫生管
理部门，开展农村卫生室药品安全
检察专项行动；守护山区儿童成长，
乡村检察官在革命老区设立“四明
山区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工作室”，与
派出所、法庭建立严重侵犯山区未
成年人犯罪信息通报机制、山区未
成年人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组

织乡镇党委、妇联、村民代表和师生
代表共同商讨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举
措。

余姚检察院乡村检察官还以司
法筑牢农村环境保护屏障，针对水
污染、环境污染、非法采矿、非法捕
捞等一系列破坏农村生态的问题，
打造“刑事惩治 公益保护”的保护
链条，并同步跟进生态修复。

在一线办案中，乡村检察官下
沉到镇、村、企业，引导乡镇民营企
业合规经营，通过检察听证、公开宣
告、推动履行生态损害赔偿等形式，
促进小微企业有效治理。

乡村检察官还积极参与农村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妥善办理村民
之间因邻里纠纷、宅基地等引起的
轻微刑事案件、民事行政申诉案
件、信访事件等。目前，已经深入
对接乡村化解矛盾纠纷60余件，联
合村镇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矛盾不上交”。乡村检察官
团队常态化开展拒不支付农民工
劳动报酬专项监督，严厉打击坑
骗、残害农民工犯罪，去年帮助33
名农民工追回 34 万元拖欠工资。
大力推进农村刑事被害人救助工
作，与乡镇街道民政部门等建立
常态化沟通机制，协调解决民政
救济、社会保障、子女就学等问
题，最大限度帮助被害人家庭解
决实际困难。针对违规领取最低
生活保障金、残疾人生活补贴、农
村移民后期扶持专项资金等问
题，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确保国家
惠民政策落到实处。乡村检察官
依托基层检察室推进法治服务

“进村入企到户”，为村民有针对
性提供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领域
的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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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从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到矛盾纠纷
为乡村振兴提供司法保障

在矛调中心一线接访
及时介入案件帮助了一对老人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