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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聚焦

早些年，一些烈士纪念设施因年代久远，出

现老旧破损问题，但缺少有效的解决办法。英

雄烈士保护法的出台为我们开展检察监督提供

了法律依据，保护烈士纪念设施、维护英烈名誉

荣誉，成为公益诉讼开展较早的领域之一。

一次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两具无名军人

遗骸，却至今没找到他们的亲人，成为我心中的

遗憾。

那是 2019 年，位于新疆皮山县的康西瓦前

线指挥部旧址附近发现疑似军人遗骸。随后，

新疆军地检察机关根据这一线索，启动联合调

查程序。

我 作 为 联 合 调 查 组 成 员 ，随 队 前 往 皮 山

县。经过现场勘查检验，提取两具遗骸的军服

和具有军品特征的腰带、配饰等，我们综合分析

认为，他们是边境作战中牺牲的军人。虽然他

们所在部队、姓名等信息不明，但都是为国戍

边、为国捐躯的英雄，其遗体应得到妥善安置。

后来，我们又几次到现场勘查，查阅军地有关

史料，进行了几轮DNA比对，线索模糊指向新疆莎

车县和安徽蒙城县，但很遗憾最终未能得以确认，

他们作为无名军人迁入康西瓦烈士陵园安葬。

整洁的大理石墓碑立起，红色五角星、“无

名军人之墓”6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当捧

上鲜花的那一刻，我发现大家眼里都噙着泪水。

我们立起的不仅是墓碑，更是崇敬英烈的

丰碑。保护英烈，传承红色基因，也是振奋时代

精神。2021 年，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的事

迹一经报道，感动了亿万华夏儿女。然而，网上

却出现一股诋毁英雄蹭流量的歪风邪气。

军地检察机关立即响应，我和战友受上级

指派赶赴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烈士家中征询

亲属意见。见到烈士亲属的那一刻，我们决心

一定要给烈士和烈士亲属一个公正的交代。最

终，诋毁英雄的“辣笔小球”仇某某被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公开赔礼道歉。

公益诉讼是保护公共利益、完善社会治理的

重要制度设计，通过检察机关代表的方式解决社

会公共利益无人维护的问题。近两年，英烈保护

公益诉讼工作全面推进，我们检察院和相关省区

地方检察机关共办理此类案件100余件。

这些年，我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崇尚英烈、捍

卫英烈的氛围愈发浓厚，这也悄然为我们的办

案工作带来改变。去年以来，有关职能部门主

动自查整改，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数量明显

减少。崇尚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

烈，日益成为社会共识和行动自觉。

（肖再福整理）

立起我们心中的丰碑
■西部战区第二军事检察院第四检察处处长 李宏山

作为一名军事检察干部，我有幸见证了军

事检察公益诉讼从探索到发展，再到逐步成熟，

越来越被广大官兵和社会知悉认可的过程。

2020 年 5 月，我接触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不

久，就接到一名河南襄城籍军人的求助信，反映

他 2018 年荣立三等功的奖励金一直未发放到

位，请求检察机关协助解决。

我也是一名军人，深知荣誉对于军人意味

着什么。官兵的牵挂事、家里事，每一件都连着

军心士气，处理不好会挫伤军人的荣誉感。

这名军人的遭遇是否是个例？是否涉及公

益受损的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赶

赴襄城县，与该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一起实地

调研，发现 2018年和 2019年，该县共有 34名官

兵的立功奖励金未发放到位。

当时，军人权益保护尚未纳入检察公益诉讼

的法定领域。我院经与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研究论

证后，探索办理此类案件，协调襄城县人民检察院

启动公益诉讼立案调查，联合制发检察建议，督

促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申请专项资金，于当年 6

月将未及时发放的奖励金全部发放到位。该案

成为我院办理的首起涉及军人权益保护的公益

诉讼案件，后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典型案例。

以此案为契机，我院联合河南省军区、省人

民检察院，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维护军人地位和

权益专项监督活动，摸排出立功喜报未送到家，

优抚金、奖励金发放不及时，“光荣之家”牌匾未

悬挂到位等问题 100 余个。为此，我院联合地

方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促进问题得到解决，

有效维护了军人军属权益。

如何维护好军人权益，增强广大官兵的幸

福感、获得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检察机关

通过提出检察建议、提起诉讼和支持起诉等方

式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使军人权益的法律

保护更具刚性约束力，开辟了一条维护军人权

益的新路。

随着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出台，军人地

位和权益保护纳入检察公益诉讼的法定领域，

保护更加体系化、全面化，涵盖了军人地位、荣

誉维护、待遇保障、抚恤优待等方面。近年来，

我们通过开通检察服务热线、发放法律服务联

系卡等，为广大官兵提供服务保障。

2021年以来，每年“八一”前夕，河南军地检

察机关都会开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护公益诉讼

“回头看”专项活动，让每一张立功喜报送到家

里，每一块“光荣之家”牌匾悬挂到位，每一笔奖

励金及时发放，守护好军人合法权益，切实让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当好军人权益守护者
■郑州军事检察院检察员 冯 源

护 航

为战保战导向鲜明

2023年 10月 26日，由昆明军事检察院与贵州

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办理的一起军用

机场净空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在贵州省清镇市

人民法院当庭宣判。这是全国首例通过检察机关

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法院审判的方式保护军事设

施安全，有力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的案件。

“联合”二字，是突出亮点。国防和军事利

益是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国防和

军事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具有军地互涉、法律关

系复杂的特点，迫切需要军地检察机关着眼于

服务党、国家和军队建设发展大局，发挥协作优

势，联合执法办案。如今，各级军地检察机关不

断深化公益诉讼协作，形成了共管、共治、共护

国防和军事利益的良好格局。

回顾发展历程，历史脉络清晰可见——

从 2016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委政法

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军事

检察机关和地方检察机关协作工作的意见》，为

军地协作工作规范、长效开展提供制度保障，到

2020 年出台《关于加强军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

协作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扩大协作案件范围、

固化工作机制；从 2018 年，中央军委将“探索建

立军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列为军事政策制度

改革的重要任务，到 2022 年，中央军委政法委员

会印发《关于军事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的通知》，对军事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

总体要求、内容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在建

章立制的探索中，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为战保战

导向更加鲜明、军地协作愈加紧密。

这些年来，军地检察机关聚焦备战打仗重

点领域开展专项行动，从军用机场净空领域向

应急跑道、舰艇航道、军事设施保护等领域延

伸，共同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护航。

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联合解

放军军事检察院部署军用机场净空专项监督活动。

2022 年，某测绘公司无人机“黑飞”，被驻军

部队监测识别为异常空情，多支力量及装备参

与查证处置，造成国防战备资源损耗。

涉军利益无小事，军地检察机关就此开展

联合办案。最终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处该测绘公司、驾驶无人机的林某共同赔偿战

备资源损失费用，并公开赔礼道歉。

同舟共济者赢。军地检察机关大力推动业

务互助、力量互融、优势互补。在舰艇航道领

域，辽宁军地检察机关针对某军用港口长期被

非法捕捞、养殖作业大面积侵占问题协作办案，

有力推动涉及 31 平方公里海域的“净海”难题妥

善解决，维护了部队战备训练秩序和舰艇航行

安全。在军事设施领域，北京军事检察院与北

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联合排查影响国防光缆

通信安全的隐患问题，推动国防光缆保护工作

落细落实，建立保护国防光缆长效机制。

亮 剑

多方共守红色血脉

今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提到，3

名网络自媒体博主恶意制作、传播虚假视频，将

一位开国少将造谣成革命叛徒，浙江军地检察

机关协作，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责令公开赔

礼道歉并承担公益损害赔偿责任。

英烈不容亵渎。“在网络‘大 V’罗昌平侮辱

抗美援朝‘冰雕连’英烈名誉荣誉，‘辣笔小球’

诋毁卫国戍边英雄等案件办理中，检察机关均

第一时间介入，在依法追究违法行为人刑事责

任的同时，还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更好

捍卫英烈尊严，守护英烈荣光。”在最高人民检

察院召开的以“深化军地检察协作 依法维护国

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为主题的新闻发

布会上，这些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被重点强调。

军人肩负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和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神圣职责和崇高使命，

对于歪曲、丑化、亵渎、否定军队英雄烈士事迹

和精神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依法及时亮剑，让

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

英烈保护和红色资源保护，是军地检察机关

公益诉讼协作的重要内容。军地检察机关着力

开展专项行动，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针

对管理不力、污损破坏、违规经商等问题，督促相

关单位整改。

“办案组实地走访了全县各乡镇，摸排辖区

散葬烈士墓 189 处，近一半出现不同程度损坏。”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介绍，他们发

现散葬烈士纪念设施长期疏于管理，通过检察

公益诉讼督促相关部门整改，如今散葬烈士已

顺利“归队”。

英烈权益保护工作稳步推进，烈士纪念设

施保护管理水平不断提升。2021 年 6 月，最高人

民检察院联合退役军人事务部部署开展全国县

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针

对一些散葬烈士墓管护不到位问题，山东检察

机关携手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持续 3 年开展专项

活动，督促集中迁建或就地保护 5326 处。

召开联席会议、探索一体化办案、实现资源共

享和技术支持、定期交流培训……军地协作凝聚共

识合力，逐步形成检察公益诉讼多元驱动的良好格

局，走出一条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路子。

落 地

合力维护军人权益

“第一批新兵刚刚送到军营，军分区就同步将

新兵名单、家庭住址、联系方式提供给我们。”眼

下，2024年上半年新兵正陆续奔赴军营，河南省商

丘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张宇介绍，有了

新兵名单，有利于为军人军属全程提供法律服

务。记者了解到，在役前教育阶段，河南省军地已

连续 3 年开展“千名法官、检察官送法助征兵”活

动，进行普法授课、法律咨询，发放普法宣传手册、

法律服务联系卡，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牵涉军地双方，关

系军民团结。让军人受到尊崇、合法权益得到

保障，是检察履职的重要内容，也是军地检察协

作的应有之义。

2021 年，广州市两级检察院与广州军事检

察院联合开展军人军属权益保护专项监督活

动，排查中发现，一些旅游景点现场门票销售未

依法对军人军属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等

提供优惠服务，也没有设置军人军属等优先购

票窗口和通道。

军地检察机关迅速成立公益诉讼办案小组

开展调查。通过军地检察机关联合办案，督促

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实现黄埔区辖区

内 7 家 A 级旅游景区全面落实军人军属优待政

策。同时，广州市发改委印发《关于提醒落实特

殊群体景区门票优惠政策的函》，实现“办理一

案、带动一片、治理一域”的效果。

记者了解到，军地检察机关开展军人权益

保护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增强官兵荣誉感

自豪感，在多省范围内推动开展军人优抚政策

落实情况专项调研，协调有关部门全面摸排公

园景区等落实军人优待政策情况，针对发现的

问题督促整改，联合铁路运输检察院开展军人

出行依法优先权益保护专项行动。

——保障军人出行依法优先。徐州铁路运

输检察院针对部分铁路客运车站存在保障军人

进出站、候车服务以及军人依法优先标识和配

套硬件设施设置不到位等情形，公开送达行政

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书，会同南京军事检察

院现场回访，巩固整改效果。

——保障军人军属享受医疗优待。记者了

解到，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检察院就公立

医院未按规定对军人就医提供优待服务开展专

项监督，向卫健委等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相关

部门不仅全面进行整改，还组织医院工作人员

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政策规定，促进诉源治理。

图①：乌鲁木齐军事检察院工作人员为烈

士墓碑描红。 彭 建摄

图②：河北省军地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座谈

会现场。 王 彬摄

图③：河南省军地检察机关在洛阳火车站

开展保障军人依法优先专项监督活动。

陈庆斌摄

以法为盾守护国防长城
—军地检察机关深化公益诉讼协作维护国防利益回眸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特约记者 鲁泰来 通讯员 闫晶晶

在刚闭幕不久的全国两会上，维护国防利益和
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再次写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

在过去 1年里，“办理国防和军事领域、军人权
益保护领域公益诉讼 1202件”“办理英烈权益保护
领域公益诉讼875件”。

十年磨一剑。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
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10年
来，检察公益诉讼领域不断拓展、数量不断增长、制
度不断完善、合力不断增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公
益司法保护“中国方案”。作为检察公益诉讼的重
要部分，军事检察公益诉讼坚持服务强军事业、服
务备战打仗、服务依法治军，为巩固提高部队战斗
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军地检察机关发挥协作优势，联合执
法办案，军事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全面、深入、高效开
展，形成共同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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