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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曾经被施工围挡“包裹”

的农田上已有新芽生长， 加盖在被硬化

过的耕地上的住人集装箱已全部拆除，

被占农田已完成复耕复绿……全国生态

日来临之际， 近日，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对一起涉永久基本农田公益诉讼

案件展开回头看。 记者昨天获悉， 今

年， 闵行检察院聚焦“三农” 领域， 已

立案 6 件， 其中制发行政公益诉讼检察

建议 4 件、 行政公益诉讼磋商整改结案

2 件。

“有村民跟我反映情况， 他们村准

备建造一个公共服务中心， 但建造的地

块之前曾经是农田。 这种行为合法吗？”

今年 3 月， 闵行检察院接到一条来自

“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 志愿者的线索。

土地资源保护事关国家利益， 公益检察

室检察官立刻对该线索进行调查。

刚到该村落， 检察官便看到这处规

模颇大的田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 根据

现场查看， 该地块约占地 6000 平方米，

分成南北两块。 其中北侧地块是一片休

闲绿地， 铺设着纵横交错的多条砖石小

路， 而南侧地块四周被高约两米的绿色

围挡围起， 内部尚处于闲置状态， 暂未

有动工迹象。 根据入口处张贴的规划设

计信息及总平面图， 显示该处规划建设

村公共服务中心， 用地面积为 2800 余

平方米。

为将问题解决在农时前， 检察官先

后多次联系相关职能部门， 调查核实该

地块土地性质， 最终确认该地块为市管

储备永久基本农田， 且并无转出和“先

补后占” 等方面的审批手续及文件备

案。

为此， 闵行检察院制发行政公益诉

讼检察建议， 督促采取有效措施纠正涉

事违法行为。 近日， 检察官再次来到该

地块进行复查， 伴随着新翻泥土的清新

气息， 南北两侧地块均恢复耕作土壤状

态， 土地上已有新芽生长。

据介绍， 闵行检察院主动加强与本

地区农业农村、 规划资源等部门的联

系， 针对耕地被违法堆放建筑垃圾、 建

成休闲绿地的情况， 督促相关职能部门

依法处理， 实现复垦复绿约 20 亩。

本报讯 申城连日高温， 为临时安

置好流落街头的困难人员， 帮助他们顺

利返乡与家人团聚， 虹口区探索流浪乞

讨人员主动发现机制展开救助。 记者近

日从虹口区获悉， 今年以来虹口区已先

后救助各类流浪乞讨人员 145 人次。

8 月 12 日傍晚， 虹口区四川北路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日常巡逻中发

现， 虬江路沿河步道有两名外来人员躺

在绿化带里的长椅上， 便上前询问， 发

现这两名外来人员没有工作， 又没有固

定住所， 并在轨道交通桥柱下的夹角处

搭建了简易安身地， 想在此过夜， 属流

浪人员。 城管人员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

给了虹口区救助服务中心。

接到报告后，救助服务中心、城管、

派出所三方迅速集结，抵达现场，向两名

救助对象提供了必要的防暑降温物品、

饮用水及简易医疗援助， 同时耐心劝导

他们前往救助站接受进一步安置。

四川北路街道派出所治安民警在现

场维护秩序， 并协助救助站工作人员进

行劝导； 城管人员则负责拆除并清理流

浪人员违规搭建的简易住所。 最终， 两

名流浪人员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劝导下，

接受了妥善救助并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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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牢记“国之大者” 检护“民之关切”
从检17年 以“柔情”和“温度”守护社会公平正义

□ 记者 胡蝶飞

中国式现代化， 民生为大。

采访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

主任龙潭那天， 恰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

布“检护民生” 专项行动半年观察， 她

分享了一条朋友圈， 标题是“法治‘力

度’ 带来民生‘温度’”。

在记者看来， 龙潭无疑是这句话的

努力践行者。

从检 17 年， 她先后在公诉、 未检、

民行等部门工作， 履职经历横跨“四大

检察”， 每一次“跨界” 都成为她的宝

贵历练， 也生动诠释着“检护民生”。

“我觉得我离老百姓越来越贴近，

好像在感受不同的人生。” 如今， 坚守

在被誉为司法救济“最后一道程序” 的

民事检察一线， 龙潭对“检察为民” 有

了更新更深的理解， “这其实是‘四大

检察’ 的一道综合履职共答题。 公诉人

之外的民事检察故事， 同样精彩。”

刚与柔：

支持起诉中展现检察“柔情”

初识龙潭， 是在上海首例督促民政

部门申请撤销生母监督权案中。 彼时，

检察机关对一起遗弃未成年人案件启动

民事检察监督程序。

如果说监督是民事检察中“刚”的一

面，那么支持起诉更多体现的是“柔情”。

“去年的一起支持起诉案件让我很

有挫败感。” 近日， 龙潭向记者感慨。

她口中的这起案件， 是一起劳动者权益

支持起诉案件。

时间拨回 2023 年 5 月， 静安辖区

一家连锁餐饮企业计划要开一家分店，

对外招聘后厨团队前期参与研发菜品等

工作， 包括王先生在内的 20 余名后厨

人员应聘成功。 工作约 ２ 个月后， 由

于各种原因， 新的分店没有成功开业，

餐饮企业就地解散了这一团队。

“除了提供食宿外， 一分钱也没给

我们。” 王先生等人很无奈， 申请劳动

仲裁。 由于王先生等后厨人员只参与菜

品研发准备工作， 并未正式办理入职，

缺乏相应证据， 被仲裁认定不构成劳动

关系。

“我们支持起诉到法院， 但由于证

据不足等原因， 最终调解结案， 只给予

劳动者少量补偿。” 这起案件成了龙潭

心里的一根刺。 她发现， 外来务工人员

和欠薪的公司相比， 在收集证据等应诉

能力上往往差距巨大。 “劳动仲裁失败

后再支持起诉， 往往证据缺失， 效果不

佳。 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支持起诉方面，

我们显得有些被动和无力。” 龙潭坦言。

能不能提前介入， 将对劳动者的救

助延伸到劳动仲裁阶段？ 经过一段时间

的深度调研论证， 龙潭带领团队形成了

“论支持起诉制度在劳动仲裁领域的扩

张适用” 相关报告， 提出创新建立检察

机关支持仲裁工作机制， 并获得上海市

人民检察院的支持。

这一创新机制， 很快在一起服装行

业追索劳动纠纷仲裁案件中实践落地。

在检察机关支持仲裁下， 该案将于近日

作出仲裁裁决。

“试点至目前， 我们已经办理了

60 余起支持劳动仲裁案件， 形成了支

持仲裁的办案规范。 下一步， 还将会同

人社部门等签署协同机制。” 龙潭告诉

记者。

快与慢：

传帮带中传递民生“温度”

从公诉到未检， 再到民事、 行政检

察， 龙潭是一个很容易在工作中找到乐

趣的人。

“民事检察中法律关系更为复杂，

涉及到方方面面， 很具有挑战性， 而且

又与老百姓息息相关， 具有故事性， 让

我更有兴奋感。” 保持着公诉人“快人

快语” 习惯的龙潭依然对检察工作充满

热情与干劲， 但却在不断“跨界” 中渐

渐“慢” 下来思考和总结。

“民事、行政检察其实是检察机关的

传统职能，但长期以来知晓度较低。 ”上

一次，记者采访龙潭时，她如此感叹。

随着最高检提出“四大检察” 融合

发展， 一体履职， “我真真切切身处其

中， 越来越感受到‘检护民生’ 中民事

检察力量不可或缺， 释放出新的生命

力。” 这一次， 她感受到变化的同时，

也在思考： 如何培养民事检察专业人

才， 提升办案专业能力？

上海最美公务员、 上海最美检察

官、 上海市三八红旗手……荣誉背后，

龙潭鞭策自己不断学习和“充电”， 解

决办案中“不专不会” 问题。

除了自我学习外， 作为部门主任和

全国检察机关民事检察业务竞赛标兵，

这几年， 龙潭格外重视民事检察“传帮

带”。 除了邀请来自复旦、 同济、 华政

等高校专家学者开展针对性带教， 为团

队成员在办理疑难复杂案件、 理论研究

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撑外， 龙潭还会定期

组织模拟汇报答辩， 锻炼实战能力。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越来越多

的老百姓能知道， 有这么一群检察官在

司法为民的最后一个救济关口坚守， 守

护着社会公平正义。” 龙潭说。

20亩农田复耕复绿

“检察蓝”倾力守护“耕地绿”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杨莹莹

酷暑天流浪人员得到妥善救助
虹口区多方联合帮助流落街头困难人员返乡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龙钢

多方联动，劝导流浪人员接受救助 宏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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