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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泛黄褶皱、 已渐霉变的图纸档案， 画质不清、 模糊损坏的老旧影像片段……这是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主任尹波此前走访“中华老字号” 英雄金笔厂时

看到的场景。 而今， 抢救保护的 3600 余卷共计 62 万余张图纸档案中， 具有重大价值的部分已全部完成电子化处理， 让工业遗产实现了活化。

这样一场历史性蝶变， 是上海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履职， 融入城市更新大局， 提升“人民城市” 空间品质与文化记忆的实践剪影。

今年是“人民城市” 理念提出五周年， 聚焦上海超大城市特点， 5 年来， 上海检察机关通过“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在城市公共安全、 历史文脉保护、 特殊

群体关怀等多领域延伸治理触角， 持续探索超大城市公益保护的“上海实践”。

循迹实践来时路， 连日来， 记者对话多名承办人， 听他们讲述公益诉讼守护人民城市的那些温暖瞬间。

守护“英雄”钢笔的民族工业遗产
上海检察ø讲述公益诉讼守护人民城市温暖瞬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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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 普陀区检察院

公益检察室收到一份来自人民

监督员上报的线索， 这名人民

监督员正是百年民族实业英雄

金笔厂的员工。

“英雄金笔厂具有国内民

族工业最完整的钢笔制造图纸

资料库， 因经营状况和场地搬

迁等因素， 目前由该厂所保存

的大量钢笔制造相关技术资料

及重要文史档案， 存在妥善保

存的困难……”

工业遗产是一个新兴领

域， 人民监督员所提及的这些

图纸档案到底意味着什么？ 因

无先例可循， 又能否通过公益

诉讼途径展开针对性保护？ 带

着这些疑问， 尹波带领团队先

期对厂址展开了走访。

“英雄金笔厂此前配合城

市更新做了搬迁， 现址由于场

地有限， 并没有专管的空间，

只有一间租赁来的仓库， 里面

堆放着几十个老旧的柜子， 分

装着钢笔设计图纸、 技术手

稿、 文史档案等资料和产品，

保存条件并不好。” 尹波告诉

记者， 通过仔细查看， 发现里

面的部分资料已经存在严重的

霉变、 变色、 破损等情况。

“因为是唯一原件， 部分重要

图纸档案及影音资料甚至存在

永久性损毁的风险。”

但这些资料并不是普通的

纸张，“这些老旧的资料里，记

录有1958年为打破国外技术垄

断， 中国人设计出了自己的钢

笔， 有援助越南时期交流学习

的照片，有香港回归、澳门回归

纪念笔， 也有英雄钢笔代表中

国展出国外的影像……可以说

英雄钢笔作为签字笔， 参与了

诸多重要的时刻。 ” 在尹波看

来，这是无形资产，也是极为珍

贵的民族工业记忆。因此，实施

抢救性保护， 意义重大。

然而， 由于针对工业遗产

管理， 本市尚无地方细则， 如

何以法治路径推动工业遗产保

护则成了问题的关键。 为此，

今年 3 月， 普陀区检察院召集

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专门召开

专家论证会， “通过论证， 我

们确认了它的经济价值以及作

为工业遗产和红色资源的多重

价值， 也明确了公益诉讼的解

决路径。” 尹波告诉记者。

在此基础上， 围绕相关资

料和档案如何做好长久保护和

有效利用， 普陀区检察院召开

公开听证会， 最终， 各方也达

成了综合运用数字化处理、 模

拟信息采集、 音视频电子化处

理及数据备份等方式抢救保护

的一致意见。

随后， 普陀区检察院通过

启动磋商程序， 向相关部门制

发 《检察建议书》， 建议各方

在法定期限内共同分工做好珍

贵技术资料及档案的底数排摸

梳理， 分类管理及价值挖掘，

及时开展这些档案的保护利用

工作。

“目前， 英雄金笔厂已经

摸底统计的图纸及各类档案资

料达 3600 余卷， 共计 62 万余

张。 其中筛选出的具有重大价

值的图纸、 照片 2185 张， 录

音录像资料 35 套已经完成了

电子化处理工作。”

尹波告诉记者， 这起案件

也成为上海首例以保护图纸档

案为载体的工业遗产公益诉讼

案， “通过我们的推动， 在

2027 年即将开放的上海工业

博物馆内， 英雄金笔厂也将作

为展示企业之一， 在 200 平方

米的展区内向市民呈现这些工

业遗产的民族故事， 真正让工

业遗产活在当下。” 而尹波更

希望， 通过个案的办理， 在发

掘上海精神提升城市文化记忆

的同时， 未来也能推动工业遗

产地方管理规定的出台。

“中华第一商业街”南京路

步行街和外滩滨水带是上海城

市的名片，吸引着每年超过2亿

人次的中外客流， 如何让城市

的无障碍环境更好匹配上海社

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

为此， 今年年初， 黄浦区

人民检察院携手黄浦区妇联共

同建立“观察前哨”， 无障碍

环境建设督导员注册成为上海

“益心为公” 检察云平台志愿

者， 公益诉讼检察官或青年检

察干部加入无障碍环境建设督

导员志愿者这样一种互为补充

的方式， 携手走上残障人士城

市体验“微旅行” 线路。

“通过沉浸式体验城市微

旅行线路， 我们发现， 区域内

许多公共建筑设施受建成时间

较早、 可利用空间小限制， 阶

段性、 碎片化的无障碍设施改

造仍然存在不规范、 不成系统

的问题。”

以黄浦公园外滩区域导览

问题为例， 黄浦检察院公益检

察室主任谷莺告诉记者， 该导

览图上虽然标明了重要公共设

施的点位， 但却缺乏无障碍设

施的相关指引， “包括我们也

发现， 一些影院剧场内残疾人

观影席位的划分、 以及无障碍

服务的明示都存在瑕疵。”

为此，在走访调查的基础上，

黄浦检察院将问题点位梳理成清

单，通过召开听证会、向行政机关

及相关综合商业体制发检察建议

等方式， 进行无障碍环境提升。

“通过我们的推进，问题清单转化

为辖区系统性推动重点区域无障

碍环境建设的一张任务清单。”

谷莺介绍， 目前， 外滩观景

平台 16 个出入口增设了无障碍

标识移动立牌， 外滩历史纪念馆

2 条下沉式坡道增加了扶手， 检

察建议中指出的 176 处点位的问

题， 已经完成整改 126 处， 其余

点位也正在积极制定整改方案，

为上海无障碍建设打上“补丁”。

数据显示， 2023 年以来，

上海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

案件 6100 余件， 制发检察建

议或公告 3600 余件， 提起诉

讼 400 余件。

“从检察公益诉讼办案领

域来看， 包括生态环境、 资源

保护、 食品安全、 药品安全、

信息安全等， 均与人民日常生

活密切联系， 与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息息相关。”

据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

部主任林仪明介绍， 针对上海

高层建筑众多、 消防安全重要

性高的特点， 市检察院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 根据最高检的

部署， 在全市组织开展消防灭

火器安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

动， 助力超大城市高层建筑消

防安全治理。

其间， 市检察院还组织开

展城市更新领域公益诉讼专项

监督活动， 引导全市重点围绕

城市更新中的闲置土地处置、

历史文化保护、 无障碍环境建

设、 生态资源保护、 设施与工

程安全等开展公益诉讼， 助力

城市更新发展。

此外， 上海检察机关还积极

开展“检护民生” “检察护企”

专项活动， 助力人民城市建设，

今年上半年， 上海检察机关开展

了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公益诉讼

“回头看” 专项行动， 立案办理

相关案件 71 件， 制发检察建议

32 件， 磋商 14 件， 确保行政机

关监管职责落实到位， 保障人民

群众餐桌上的安全。

“后续，我们将持续探索超大

城市公益保护的上海经验， 以公

益诉讼高质量发展助力城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林仪明表示。

普陀检察院公益检察官走访英雄金笔厂

“国”字号英雄钢笔遇难题

去年以来制发检察建议、公告3600余件

微旅行中为“无障碍”打补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