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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全市首例
大足设立“文化遗产检察官”

大足石刻是大足区境内所有石刻造像
的总称，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多
达 75处，造像 5万余尊，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由于数量多、规模大、分布广，大足石刻
文物保护形势紧迫、工程巨大。

为助力大足石刻保护，推动公益诉讼案
件范围向“等外”领域拓展，2020年 7月，大
足区检察院与大足石刻研究院共同签订《关
于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加强公益诉讼与文
物保护协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明确，双方分别立足于公益诉讼和文物
保护职能，建立对口联系、信息共享、双出现
场、专业互助等11项协作机制，联袂保护、传
承大足石刻文化遗产。

其中，由此创立的“文化遗产检察官”成
为全市首例。

“文化遗产检察官办公室”设立在大足
石刻博物馆内，是重庆市首个设置在文物保
护部门的检察机关派出机构，由 4名文化遗
产检察官轮值，专门负责办理涉及文物和文
化遗产的公益诉讼案件、与文物保护部门共
同开展文物巡查、普法宣传等相关事宜；4名
专家受聘特邀检察官助理，根据司法办案需
要提供文物认定、价值评估、修复建议等方
面的专业支持。

“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制度，以法治思维
破解文化遗产保护难题，以检察担当服务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积极回应了党和
人民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要求。”大
足区检察院检察五部主任、文化遗产检察官
龙云说，设立文化遗产检察官是立足世界文
化遗产地区情实际的基础上，积极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系列重要指示
的一项具体举措。

依托文化遗产检察官制度，检察官主动
走访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区文旅委等单
位，准确全面掌握全区 887处登记在册不可
移动文物的名称、等级、位置等基本情况，重
点对全区 8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个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6个石刻（题刻）文物保
护单位进行挂图作战、清单上墙、责任到人。

为加强辖区文化遗产保护的常态化监
督，文化遗产检察官联合文物专家、文保执
法人员开展专项巡查24次，巡查不可移动文
物40余处，发现文物自然损坏需修补11处、
文物保护安全隐患12处、非遗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缺失2个。

检察监督
对抗遗忘与遗失

文物是历史变迁的缩影，是中华血脉
的传承，历经岁月的侵蚀，被损毁、侵占、
遗忘……为文物拂去经年尘埃，重现往日风
貌，促文物保护长效机制，检察机关不断探
索，为文物保护法治建设贡献检察智慧和力
量，共同守住历史记忆。

2020年 5月，黎某等人盗掘古墓葬案进

行到刑事诉讼阶段。然而，被盗掘的两座清
代古墓都没有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名录，如果
要对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就先得证明两座
古墓葬的文物价值。

“以前，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案
件，犯罪嫌疑人通常只会承担刑事责任。”文
化遗产检察官龙云介绍，无法追究民事责任
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很难对文物和文化遗产
受损情况进行价值评估。

此案发生时，恰逢文化遗产检察官制度
初立，在大足区检察院的推动下，重庆文化
遗产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的专家适时介
入勘察研究，最终认定两座古墓葬都属于文
物，具有史料参考价值和艺术价值。

根据专家意见，大足区人民检察院向大
足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要求5名被告人共同承担古墓葬修复保护费
用并向社会公众道歉。2020年 10月，大足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当庭宣判支持检
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

这是大足区检察院设立文化遗产检察
官后，办理的全市首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为相关案件办理和
涉案文物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

自文物专家担任特邀检察官助理后，截至
2022年12月，包括本案在内，共协助办理公益
诉讼案件10件、对破坏文物犯罪提起公诉9人。

同样，大足南山文峰塔的修复也益于文
化遗产检察官的助力。

位于大足区南山山顶的文峰塔始建于
清同治十二年，为石质实心塔，属于古建筑
中寺观塔幢。地处大足城区南面，又称南
塔，1986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多年来，由于保护不力，文峰塔表层自
然风化日趋严重，全塔通体有多处石块剥
落，下层塔身遍布“到此一游”等人为刻划痕
迹，塔基处遗留有香火祭拜的余灰和烧痕，
周边草丛中还有随意丢弃的生活垃圾，文物
外围也没有任何安防隔离设施。

2021年9月，大足区检察院接到群众关于
文峰塔情况的反映后，立即派文化遗产检察官
到现场勘察核实。同时，文化遗产检察官了解
到，造成文物损伤除了重视不够、经费不足等
因素外，缺乏修缮保护文物的专业技术也是一
大问题。

同年10月，大足区检察院向行政机关发
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加强文物安全巡查检
查、整治文物重大隐患，随后又积极协助委
托大足石刻研究院编制文物维护修缮方案。

大足石刻研究院高度重视，组织文物修
复专家制定了《文峰塔保养修复工作方
案》。行政机关迅速行动，按照方案筹集资
金 40余万元，用于文峰塔的本体保护、环境
整治和安防设施建设，并继续聘请大足石刻
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具体实施修复工程。

专款专用，跟踪落实。2022年11月10日，
文化遗产检察官再次来到南山，追踪了解文
峰塔的修复保护情况，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
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正带领技术人员投入
到文峰塔修复工程中。文峰塔的修复工作
预计于今年上半年完成。

陈卉丽感慨地说，文物“延年益寿”，既
要运用科技手段为它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同时也离不开新时代法治保障筑牢文物安
全防线。据不完全统计，文化遗产检察官已
助力相关单位落实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经
费700余万元。

作为重庆市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
石刻既有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
山等“五山”摩崖造像，还有分布在山间乡野
的100余处中小石窟石刻。不少石刻造像裸
露在外或仅有简易保护设施，长期受风化剥
蚀和水渍侵蚀病害，面临保护建筑不规范、
保护设施缺失等安全隐患的威胁。

2022年 4月，大足区检察院联合大足石
刻研究院对辖区重点中小石窟寺开展了专
项保护行动。

辗转一个多月的巡查，共计发现兴隆
庵、圣水寺和桂花庙等 7处摩崖造像存在不
同程度的损坏，保护设施设备不完善，造像
长期遭受水渍侵蚀、风化剥蚀和人为烧香祭
拜损伤文物本体等。

大足区检察院遂将其作为系列案立案调
查，经走访相关监管部门和责任单位、询问有
关工作人员、调取文物档案、咨询专家意见，
于2022年5月分别向负有文物安全责任的当
地政府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
促其依法履行文物保护监督管理职责，加强
文物巡查报告工作，及时整治文物安全隐患，
制定完善修缮保护计划并落实到位。

检察建议一经发出，相关镇街立即组织
镇、村、社工作人员对案涉石窟寺进行现场检
查，积极配合文物专业机构开展保护设施建
设、文物本体加固等基础工程，并在专家指导
下配置文物安防设备、开展周边环境治理。

2022年11月底，兴隆庵摩崖石刻等多处
中小石窟的保护工程顺利完工。12月 2日，
大足区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特约检察官助
理、人民监督员前往文物所在地召开现场听
证会，跟踪监督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得到一
致好评。

拓展创新
助力非遗文化传承保护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是
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
产也记录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人
情、文化理念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
证。大足区检察院积极拓展文化遗产检察
官办案范围，助力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传承工作。

据《大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载：
截至2021年，大足区共有区级以上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55项，区级以上非遗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106名……虽然非遗保护状况整体较
好，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小觑，有的项目甚
至面临失传的困境。

2022年 4月，大足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要

“扎实做好非遗保护传承”。
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监督

行动也随之展开。

大足区检察院多方走访摸底调查后发现，
部分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年迈力衰，传承能力堪
忧，部分非遗项目的保护单位存在未制定或未
实施项目保护规划，项目资料登记、整理、建档
不全面，未及时推荐代表性传承人等问题。

巧合的是，政协委员提交的多份提案，
也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到了非遗的保护与传
承上。于是，文化遗产检察官们积极走访听
取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强化精准监督。

2022年 5月，大足区检察院对上述线索
立案，并向有关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
检察建议，要求其履行辖区非遗保护监督管
理职责，督促保护单位制定具体规划，及时
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

收到检察建议后，有关部门对全区73个
非遗项目（含 2022年新增）的保护单位逐一
排查，督促 27个镇街制定非遗保护年度计
划，并邀请相关专家及代表性传承人制定抢
救性保护工作方案。

同年9月，大足区检察院、大足区非遗保
护中心联合召开座谈会，相关镇街负责人逐
一介绍了非遗保护项目进展和保护规划。不
仅如此，几个月前一度面临失传威胁的“板凳
龙”也有了好消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李洪孝当场表示愿意“跨界”
探索，担起传承“板凳龙”的使命：“作为民间
艺人，我们有情怀、有责任、有能力将‘板凳
龙’传承下去。”

据悉，“板凳龙”的道具图纸已制作完
毕，相关资料收集和授徒传艺也在有条不紊
进行中。值得一提的是，《双桥“板凳龙”抢
救性保护工作方案》已顺利出炉。根据方
案，相关单位将筹集资金5万余元，用于收集
资料、制作道具及文化汇演等传承活动。

不止“板凳龙”，记者还了解到，大足区
少数非遗传承项目缺乏规划、部分项目保护
单位不明确等问题也相继得到解决，并积极
筹措40余万元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相关非遗
项目抢救性保护取得明显成效。此外，还通
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传承活动，举办
大足区 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
传展示暨非遗购物节等，进一步提升大足区
非遗知名度和影响力。

同年11月，大足区检察院将案件办理情
况及时向政协委员们进行通报。大足区政
协委员张宣梅表示，希望检察机关继续能动
履职，加强对非遗项目及传承市场主体的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助力更多优秀历史文化遗
产“活”起来。

深化协作
为川渝文化遗产保驾护航

近年来，围绕服务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大足区检察院通过与毗邻检察机
关会签跨区域协作意见，形成资源整合、办
案协同、联手保护的工作格局，共同为川渝
文化遗产保驾护航。

2020年 6月，大足区检察院与四川乐山
市检察院、重庆武隆区检察院签订《关于文
物、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跨区域协作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建立起川渝地区首个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跨区域合作机制。
《意见》明确，三地检察机关合作涵盖信

息共享、资源共享、案例分享、办案合作、观
摩学习、联合调研、人才交流、总结提炼等八
方面内容。依托三地区域特点，整合“四大
检察”内部资源，建立配合协作机制，综合运
用打击、预防、监督、教育、保护等法律监督
手段，严厉惩治破坏文物和文化遗产的违法
犯罪活动；大力开展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修
复；及时掌握威胁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潜
在风险，提出对策和建议。

同年 7月，大足区检察院与四川省安岳
县检察院会签《关于在川渝石窟（大足石刻、
安岳石刻）等文化遗产保护中加强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跨区域协作的意见》，在川渝石窟
寺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工作方面加强交流，进
一步提升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质效。

“通过跨区域的合作交流和文化遗产检
察官制度的实施，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同时，也清楚地意识
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任重道远。”龙云说。

例如，文化遗产保护还需将未定级文物
纳入更全面的保护体系，除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外，联合相关部门加大对散布各处的文物
遗存做好排查登记、科学鉴定、定期巡查等工
作。此外，还需为文化遗产提供更加专业的
法治服务，提升司法保护的力度和专业度等。

“接下来，大足区检察院将进一步完善
‘文化遗产检察官’制度建设，形成以刑事检
察为先导、以公益诉讼为主导、以民事、行政
检察为补充的办案模式，为文物和文化遗产
保护提供更加全面的司法保护。”大足区检察
院检察长孙琳介绍，将加强与高校相关院系、
博物馆等专业机构合作，为文化遗产检察官
提供文物和文化遗产受损、修复、索赔等方面
的专业意见；定期深入辖区学校、社区、乡村
开展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法治宣传活动，增
强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意识和主
动参与意识；积极推动“市检察院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落地宝顶山景区，全力打造重庆市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治基地和创新平台。

文物无语，却是历史深情的讲述者，是
中华血脉的传承、父辈口中的岁月。

为了保护珍贵的文物，让文化遗产在
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在大足，除了文物工
作者、非遗传承人、义务文保员等，还有文
化遗产检察官为文化遗产保驾护航。

与时间赛跑，向专家请教，充实专业知
识，拓宽办案思路……不断创新的路上，他
们也在总结反思：与文物、文化遗产相关的
专业知识储备不足；文物修复周期长，资金
投入大，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如何保障；
沉睡的文物资源“活起来”的同时，如何与
经济发展有效衔接……

在过去两年多的办案过程中，除了结
案时的成就感，龙云和同事们感受更多的
是责任。

老祖宗留下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我
们既要守得住，还要保护好、利用好。当
前，大足正在加快做靓享誉世界的文化会
客厅，文化检察官以新时代法律监督筑牢
文物安全防线，创新拓展文化遗产保护理
念和发展模式，扎实推动中华优秀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眼下，大足区
检察院正在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建
设项目，以司法改革创新推动文物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文化遗产保护成
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今年，文化检察官
还将把公益诉讼的触角延伸至传统村落保
护等方面……

保护文化遗产，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
家园，是时代的召唤、历史的使命。在保护
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一幅经济社会与历
史文化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正在棠城大地
徐徐展开。

保护历史遗存 守住文化根脉

公益诉讼为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为文化遗产
筑起“保护墙”

文化遗产检察官与文物专家测量盗洞。

守护好共同的精神家园

文化遗产检察官现场了解文峰塔修复情况。

文化遗产检察官现场查看石窟寺保护状况并拍照取证。

近日，大足南山山顶，文峰塔静静矗立，四周拉起绿色的防护网，文物修
复人员正在对该塔进行保护修缮。

这天，检察官万灵再次来到文峰塔保护工程现场，站在20多米高的脚手
架上，他一边查看文物修复情况，一边向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主任
陈卉丽了解工程进展，并一一记录下来。

检察官与文物专家一起守护珍贵文物，这样的联动得益于大足区检察院
创立的文化遗产检察官制度。

文化遗产，是注释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字典”，它记录着历史的痕迹，承载着
文化的血脉。为了帮文物“延年益寿”，除借助科技的手段，法律监督同样不可
或缺。近年来，大足区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为主导，积极开展文物和文化遗产保
护领域监督探索，不断丰富保护文化遗产工作机制，让大足石刻在新时代焕发
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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