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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熟知的盗窃行为中，有偷钱、偷手机、
偷税，但你听说过“偷水”吗？

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公益诉
讼案件时，通过积极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抓住
了52个“水耗子”。

“沙坡头区地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属西北内
陆温带半干旱荒漠地区，地下水资源对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0月 30日，沙
坡头区检察院民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负责人寇
明洲说。

2023年 2月，沙坡头区检察院在履行公益监
督职责中发现，部分乡镇存在违规取用地下水进
行农业灌溉的情形，决定立案调查。

“怎样找到违规水井？”沙坡头区检察院决定
“让数据开口”，从市场监管、水务、税务等部门调
取大量相关数据，并构建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
型”。经过数据碰撞比对和实地调查，发现辖区 4
个乡镇 52眼农业灌溉机井存在未安装取水计量
设施的情况。

在大数据帮助下，“水耗子”行踪暴露，沙坡
头区检察院向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和所属乡镇政
府提出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检察建议发出后，沙坡头区检察院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深入
研究调取的数据。经分析发现，城区部分绿化机井也疑似在违规取
用地下水，遂联合辖区水务部门开展调查核实工作。调查发现，沙坡
头区五环广场、文化广场、铁路广场等群众活动场所的5眼城市绿化
机井存在未办理取水许可证、未安装取水计量设施的违法取水情
形。为督促相关单位积极履行监管职责，沙坡头区检察院组织水务、
自然资源、综合执法等部门召开磋商会议，并制发磋商意见书，同时
向城市绿化机井的管理使用单位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检察建议书和磋商意见书发出后，沙坡头区相关行政机关、企
业高度重视，截至目前，52眼农业灌溉机井计量设施已全部安装到
位；自然资源、综合执法等部门对城市绿化机井用水情况进行调查，
并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5眼城市绿化机井也已办理取水许可证并
安装计量设施。

案件全部办完，但检察工作没有止步。
沙坡头区检察院与沙坡头区水务局联合签订了《关于建立水行

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的意见》，常态化加强数据共享、线
索移送、调查协作、协同联动，同时结合“河湖长+检察长+警长”协作
机制，共同开展河湖巡查工作，全面提升水资源综合保护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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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小案的背后，是
否有大量类案？

基层治理出现漏洞，
如何快速全面开展监督？

随 着 网 络 化 、科 技
化 、智 能 化 趋 势 更 加 明
显，传统检察监督已不适
应办案需求。2022年起，
宁夏检察开始搭建大数
据法律监督模型，通过自
动发掘监督线索，有效突
破“案多人少”“监督线索
发现难”的实践困境，办
理了一批典型案件，更从
源头上解决了很多基层
治理难题。

近日，固原市检察院在陕甘宁三省（区）三市
检察机关“数字赋能 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联席会议上，对“警务辅助人员违法担
任见证人法律监督模型”进行了交流汇报。

该模型在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管理平台正式上架面向全国推广后，截至目前已
被预览近 2600余次，收藏 1000余次，派生 70余
次，被北京、黑龙江、广东、河南等地应用，并取得
显著成效。

在信息技术日渐成熟的时代背景下，犯罪形
式也呈现出网络化、隐蔽化、智能化等趋势，传统
的办案方式已跟不上时代要求，需要应用信息、数
据手段侦查和监督办案。

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会议的召
开，加快推进数字检察建设，通过数字赋能，最大
程度激发“数据”对法律监督工作的放大和倍增作
用。宁夏也随之加快了数字检察发展“步伐”：

研究制定《宁夏检察机关大数据赋能新时代
法律监督实施方案》等，积极构建“业务主导、数据
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数字检察赋能法律监
督新模式；

选派 7名检察人员到浙江省检察机关开展为
期 3个月的跟班学习，各检察业务条线培训增设
数字检察课程，并邀请最高检和浙江省检察机关
业务专家现场讲授数字检察；

举办第一届全区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
型竞赛；

将数字检察工作成效纳入业务考评范围……
通过一系列措施，大幅度提高我区检察人员运用
数字思维和数字技术破解法律监督难题的能力和
水平，并大大提升大数据运用法律监督的针对性、
精准性和实效性。

“为激励大家探索数字模型，我们将其纳入重
点任务考评范围，现在各业务条线干警不断开拓
思路，从个案中梳理总结规律，创建监督模型，促
进类案监督，实现系统治理。”11月 4日，自治区人
民数字检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说。

针对服务大局热点焦点、执法司法突出问题、
社会治理薄弱地带，以及公共利益保护缺位等方
面的普遍性、深层次问题，我区各级检察机关归集
整合数据，创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通过关联、
碰撞、比对，挖掘批量类案监督线索，追根溯源解
决深层次问题，建章立制堵塞社会管理漏洞，开拓
法律监督全新路径。

在模型的搭建中，监督由“个案办理”向“类案
监督”转变——为切实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银川市兴庆区检察院打造了“反诈领域”数字
检察监督模型，通过对涉诈号码及其办理信息进
行数据比对，从而发现电信行业从业人员可能存
在的违规办卡涉“帮信”罪的法律监督线索；西夏
区检察院依法能动履职，依托“酒驾类案件监督模
型”，运用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调取数据 3348
条，获取线索 25条，成案 4件，有效提升醉酒型危
险驾驶案件的综合治理效能。

在数字的赋能下，监督由办理向治理转
变——盐池县检察院通过“农机行政许可监督模
型”，调取农机驾驶行政许可数据，与医疗机构农
机致伤致死数据、交管部门道路交通事故数据进
行对比，精准挖掘未办理农机驾驶许可证无证驾
驶农机、使用农机违规载人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并综合运用调查问卷、圆桌会议、检察建议等方
式，督促行政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堵塞农机安
全监管漏洞；彭阳县人民检察院通过构建“涉农类
保险诈骗”法律监督模型，实现了对农业保险领域
虚假理赔行为的精确锁定和精准打击，有效遏制
恶意骗保行为。

随着数据“破壁”，“各自为战”正在逐步变为
“融通共享”。越来越多社会治理的薄弱地带、公
共利益的弱项短板，以及法律监督的难点堵点等
问题得以解决。

今年，全区检察机关继续深入实施“数字检
察”战略，聚焦“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以数字
检察赋能监督办案、优化检务管理、助力检察为
民、深化溯源治理。“我们坚持将数字化认知渗透
到监督办案中，通过解析数据元素、构建数据模
型、进行数据碰撞、做好线索核查、类案监督等多
种方式，让数字检察真正在提高办案质效上出佳
绩。”自治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我区应用全国全区上架推广模型
已达 389个，成案 2048件；在最高检模型平台上架
7个监督模型，面向全国推广。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基层治理的“数字检察官”
本报记者 杨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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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救助
本报记者 杨 超 马 忠 文/图

一头牵着群众疾苦，一头系着司法关爱——
这是对司法救助工作最贴切的描述。

如何让司法救助实现应救尽救？
银川市检察院分析总结多元化司法救助大

数据法律监督规则和监督点，通过深入挖掘
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内部数据资源，与外部获取
的民政、乡村振兴、妇联、残联等相关行政单位
的困难群体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创建了“多元
化司法救助监督模型”，变“申请救助”为“能动
救助”。

这个模型，源自于 2023年该院办理的一起
案件。

“我们办理一起司法救助案件时发现，该案在
批捕和起诉环节没有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未
能有效化解矛盾纠纷。”11月 1日，银川市检察院

相关负责人说，“经过反思、排查，我们发现司法救
助存在线索移送不及时、信息共享不畅与社会救
助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非常有必要建立大数据法
律监督模型，破解信息壁垒。”

今年 6月，该模型在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
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上架，面向全国检察机关进
行推广，现已被预览3370次。

通过该模型，银川市检察机关今年已办理司
法救助案件 172件，向 194人发放救助金 163余万
元，并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推送社会救助线索
6件。其中，永宁县检察院通过该模型，发现李某
与丈夫苏某再婚，今年 4月苏某对李某实施家暴，
致李某轻伤二级。事发后，李某被送医救治，因无
力负担医疗费用，仅治疗 1天便出院。此后李某
头部经常疼痛、右眼视物模糊，又要照顾儿子小明

（化名），无法外出就业，生活陷入困境。随后，永
宁县检察院向李某发放救助金，并主动对接社区、
乡镇、妇联、残联、教育局等部门，帮助先天发育不
良的小明办理《残疾人证》，每月领取残疾人护理
补贴，并为其办理了学前教育补助，每学期领取
1200元。在李某起诉离婚时，永宁县检察院与永
宁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联系，为她指派法律援
助律师。

“模型的创建，助推了检察机关构建‘1+N’多
元救助的格局，实现检察机关与相关行政单位数
据共享、协同救助，充分发挥了各自职能优势，为
被救助人提供低保、教育、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等
多元化帮扶，让司法救助以‘我救’变‘众扶’，构建
起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大救助体系。”银
川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

初冬时节，在南华山的凝望中，绵延在海原县
内的长城静然耸立，诉说着岁月沧桑。

长城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是中
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在中华文明史和中华传统文
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与地位。

目前，海原县境内有51处长城遗址，总长1.7万
余米，属固原境内边长城主线西段，2010年被自治
区政府公布为第四批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为全面保护长城，海原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
察部门成立专门办案团队，部署开展了长城遗址
保护专项活动，为守护中华民族精神支柱贡献检
察力量。但在专项活动中，检察院办案团队与
海原县文物管理部门对接，调取相关资料发现，
51处明长城遗址散落分布于 4个乡镇 1231平方
公里范围内，人工排查不仅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
排查效率也非常低。

那么，怎么样高效排查长城保护情况，提高监
督的精准性？

海原县检察院决定，让“大数据”帮忙。
经对调取的数据分析，海原县人民检察院发

现，51处长城点段及附属设施均有详细的经纬度

坐标，根据该坐标能够在卫星地图中精准定位
地理位置、获取近期影像资料，遂确定了“精准
定位—影像获取—图斑对比”的办案思路。经
对获取的影像资料进行图斑对比，检察人员快速
确定9个案件线索。

今年 4月，海原县检察院将该案立为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并进行了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
题，海原县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
监督员、“益心为公”志愿者等听证员，召开了公开
听证。所有听证员一致认为，检察机关的意见建
议释法说理充分，同意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督
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随后，海原县检察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公开宣
告送达检察建议书。收到检察建议后，海原县相
关行政机关高度重视，及时安排部署开展长城保
护专项行动，对在文物保护范围及控制地带内耕
种、倾倒垃圾的村民现场教育警示，与村民签订
《长城保护责任书》。同时，相关行政机关争取项
目资金 20万对出现险情的明长城海原段青湾二
号烽火台，进行抢救性修缮，各乡镇以公益性岗位
形式设置长城保护员。

为长城“挡风遮雨”
本报记者 杨 超 文/图

银川市兴庆区检察院运用“充换电设施安全生产
隐患排除”法律监督模型“碰撞”出 40余个疑似问题，
检察官实地核实。 本报记者 杨超 摄

检察官使用无人机调查长城保护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