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1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市检察院受理审查逮

捕犯罪嫌疑人 10653 人、审查起诉 20607 人。经审查，批准逮捕

8416人，提起公诉17077人。

监督侦查机关立案 128 人，追捕 18 人，追诉 33 人，其中判处

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4人。

加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提出、提请刑事抗诉 49 件，提请

民事抗诉 19 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1 件。2018 年稳步开展公

益诉讼工作，共立案 69 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 67 件，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 2 件。行政公益诉讼中已发送诉前检察建议 54

件，已回访整改 39 件。

全力保障民生民利，批准逮捕破坏环境资源、危害食品药品安

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犯罪197人，提起公诉480人。监督行政

机关移送相关案件7件8人，监督侦查机关立案19件19人。

坚持依法打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犯

罪，批准逮捕172人，提起公诉379人。依法打击“逃废债”犯罪行

为，批准逮捕骗取贷款、非法吸存等犯罪54人，提起公诉93人。

近 5 年来，市人民检察院共有 104 次集体和 131 次个人受到

全国级、省级和温州市级的表彰。

“数读”检察

大事记

1978年7月
瑞安县人民检察院重建，同年 10 月 1 日挂牌办公（地点在城

关解放中路 118 号），内设刑事检察股、经济检察股、法纪检察股、

办公室。程法柱任重建后的首任瑞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87年7月
瑞安撤县设市，瑞安县人民检察院改为瑞安市人民检察院，

设办公室、刑事一科、刑事二科、经济检察科、法纪检察科、监所检

察科、控告申诉检察科、派驻看守所检察室、政工科、派驻温州市

劳改支队凤岙劳改场检察组。

1998年12月29日
成立塘下检察室，在准确定位下，走出了一条符合瑞安市情、

切合塘下实际的路子，即逐步形成了以办案为中心，兼顾多项法

律监督职能，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塘下模式”。2013 年 1

月设立陶山检察室和马屿检察室。

1999年12月28日
瑞安市人民检察院迁至安阳新区政法大楼（隆山东路 537

号）。

2004年12月
瑞安市人民检察院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一级规范化检察

室，连续五届保持该荣誉称号。

2007年2月
瑞安市人民检察院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并于2013年

3月再次荣获该荣誉。

2008年3月
瑞安市人民检察院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全国文明接待

室”，连续四届保持该荣誉称号。

2010年2月
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七次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瑞

安市人民检察院荣记集体一等功。

2014年4月
在全国检察机关第八次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瑞

安市人民检察院获评全国模范检察院，是温州市迄今唯一一个获

此殊荣的基层院。

2014年5月
瑞安市人民检察院被共青团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

国青少年维权岗”称号。

2015年7月23日
瑞安市人民检察院正式被确定为浙江省首批司法体制改革

试点单位。

2016年2月28日
完成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将142名检察人员分为检察官、

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三大类。3 月 4 日召开司法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推进会，首批43位入额检察官举行宣誓仪式。

2017年11月
撤销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职务犯罪预防科，22名检

察干警转隶至瑞安市监察委。

2018年6月29日
瑞安市人民检察院挂牌成立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中心，

设 12309 举报受理热线电话，负责统一管理公益损害举报线索和

诉讼违法控告线索。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将不断开创新时代

瑞安检察工作新局面，践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的庄严承诺。

在瑞安检察院恢复重建4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翻开尘封的档

案，沿着历史的足迹，追寻时光的记忆，见证瑞安检察院一路成长。

老一辈艰难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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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借助公益服务落实“醉驾”不起诉
2017 年 10 月，市检察院探索借助公益服

务落实“醉驾”不起诉，让犯罪嫌疑人接受法制

教育，提高对醉驾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认识，防

止再犯。最后以犯罪嫌疑人的综合表现为参

考，决定是否作不起诉处理。

自 2017 年 10 月至今，共有 89 名危险驾

驶犯罪嫌疑人参加了不起诉帮教考察，其中

85人被作不起诉处理，1人被提起公诉，尚有3

人还在考察中。

■探索“司法+生态修复补偿”办案模式
2017 年 10 月，市检察院与市海洋与渔业

局联合出台《关于建立海洋生态修复补偿工作

协作配合机制的若干意见（试行）》。针对滥伐

林木、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采砂等破坏环境

类犯罪案件，开展和完成生态修复补偿。

■运用电子取证“五步法”破解犯罪事实
认定难题

确立电子取证技术应用“五步法”，促进检察

技术与司法办案深度融合，有效破解犯罪事实认

定难题，一是查找证明犯罪客观事实的电子证

据；二是搜寻证明犯罪主观方面的电子证据；三

是注意验证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四是补强定案证

据链薄弱环节；五是挖掘漏罪漏犯和追赃线索。

■积极完善社会化帮扶体系
2006年，市检察院在全省首创社区帮教，之

后陆续在社区、企业、公益组织设立帮教基地。

2014年联合团市委，与市黑眼睛公益发展中心签

订协议，由其开展附条件不起诉的社会调查、帮教

工作，具体涵盖心理评估和干预、法制道德教育、

社会素质提升、就业和劳动技能培训等项目。

■打造“薇薇工作室”工作品牌
市检察院吸收社会各方力量，参加未成年

人教育、帮扶以及法治宣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事宜。目前“薇薇”旗下已有项目包括：“薇薇道

来”未检法治教育系列小手册、“薇薇道来”少儿

法治教育小课堂、驻看守所“薇薇工作室”等。

■努力开拓人才培养之路
高度重视人才培养、选拔、使用、管理工

作，创建“拜师结对”帮教培养品牌、“瑞检讲

坛”名师授课品牌、“夜话沙龙”菜单式课程选

学品牌三大学习品牌，建立案例教育制度、轮

岗辅岗制度、以练代学制度三大学习制度，并

与华东政法大学合作共建研究生科研实践基

地，实现互通有无，优势互补。

■探索刑事侦查监督新机制——设立检
察工作站

2017 年 2 月，市检察院与市公安局联合

出台《关于在公安机关派驻检察工作站试行

办法》，在鲍田派出所设立全省首家检察工作

站，在刑事案件高发的城郊结合部设立员额

检察官联络点，形成以侦查监督部为主导，基

层检察室为平台，工作站、联络点为触角的监

督新格局。

精彩亮点

“以前检察官结案后，要抱着一大堆案卷

到办公室排队盖印，如今在系统平台上一结

案就能统一生成印章。”市检察院工作人员

说，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覆盖，

结束了“纸上”办案时代，让办案更智能化、精

准化、高效化，同时网上全程留痕也杜绝了不

规范操作，大大提升了办案效率。

近日，市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

民监督员等，零距离接触人民检察服务。与会人

员先后参观了12309检察服务中心、公益损害和

诉讼违法举报受理大厅、远程视频接访室等。

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12309检察服

务中心让“一站式”服务从构想变为现实，提

供控告申诉、法律咨询、案件信息公开等检察

服务，远程视频接访室更是将办案和接访延

伸到了“家门口”。而伴随着微信、微博等新

媒体的兴起，检察机关正以更加鲜活的方式

走近群众，把检察工作做到大家的心坎上。

据了解，为了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市检

察 院 还 着 力 升 级 微 信 公 众 号 ，打 造“ 掌 上

12309”平台，开设“随手拍”举报功能，市民可

通过实名、匿名方式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

财产保护等造成国家和社会利益受到侵害的

线索，随时随地在线举报，将检察服务触角延

伸到人民群众需要的每一个角落。

40年，
与改革同行的
检察岁月
■记者 黄君君 通讯员 林非凡

改革开放40年，岁月峥嵘，人民检察40年，步履铿锵。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

瑞安检察机关恢复重建40周年。197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

挂牌办公，标志着检察机关恢复重建，随后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紧跟其后，瑞

安检察事业迎来了“浴火重生”。

筚路蓝缕启山林，一代代意气风发的瑞安检察人薪火相传，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不断开创瑞安检察事业新篇章，逐渐打响“瑞安检察”品牌。

1983年，20岁的潘玉红走出学校，加入了

检察队伍。潘玉红并非法律专业出身，在那个

法律书籍匮乏的年代，她一有空就整理内卷，

通过整理内卷去了解办案流程。“当时笔录都

是手写的，简单的三张纸，复杂的有二十几张

纸。”她说，为了整齐美观，经常要将涂涂改改

的笔录重新抄写并经当事人确认后放进案卷。

潘玉红经常要下乡补证，坐在农村的三轮板

车上，在弯曲的乡村小路上颠簸前行，饿了，就以

随身携带的面包充饥，有一次还差点翻了车。

“当时办案点就是办公点，晚上铺开弹簧床

就能睡觉。”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的工作情景，

潘玉红还历历在目：为了突破一个复杂案件，她

和书记员一起与犯罪嫌疑人同吃同住两天两

夜；凌晨抓捕时，发现“外出办事”的犯罪嫌疑人

实际上躲在卫生间里⋯⋯“案件太多了，大家几

乎每个晚上在加班。”潘玉红说，当时一个笔记

本、一支笔、一盒印泥就是全部的办案工具。

1998 年，潘玉红担任批捕科科长。针对

不捕案件和疑难案件，她建立了案件集体讨

论制度。“集体讨论方便集体监督，彰显司法

公正。”她说。

中生代坚守初心

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张天煜

1992年参加检察工作。“想要执好法、办好案，

就得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富有创新精神。”他

说。

在张天煜看来，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更要

准确把握法律之内的人性化。以往，司法机

关对于情节轻微的外来犯罪嫌疑人只能采取

关押的方式。这种“内外有别”的处理方式，

不仅不能体现司法的公平公正，关押的外来

人员也容易“交叉感染”，产生更大的社会安

全隐患。2006年，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市检

察院推出了“外来人员轻微犯罪不捕机制”，

从犯罪事实、证据、犯罪性质等多方面综合考

量，对可以不捕的大胆作出不捕决定，让外来

人员真正享受到“同城待遇”。

面对“案多人少”的办案“瓶颈”，张天煜

探索出了一套繁简分流的办案机制，对一些

简单案件试行文书简易化制作，缩减不必要

的办案环节，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疑

案、要案中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新一辈传承创新

“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官神圣使命。”胡

凯说，2010年进入市检察院，如今他已是公诉

一部主任。

在办案过程中，胡凯发现，许多新型案件

层出不穷，办案不能仅仅精通法律知识，还要

懂技术、懂金融，单依靠检察官个人能力，不

足以办好案。他说：“隔行如隔山，专业的事

情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做。”

2017年，胡凯探索成立办案组模式办理疑

难复杂案件。办案组模式里不仅有检察人员，同

时还会根据案情需要，特邀技术、财务骨干成员

加入，从专业角度来剖析案件。

“他们是迷途的羔羊，而我们，就是要帮

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这是责任，也是使

命。”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检察官蔡

雅芝说。

2017 年 11 月份，市检察院未检部对涉嫌

盗窃罪的外地籍未成年人小熊（化名）作出了

相对不起诉处理。按理说，经办人蔡雅芝的

工作已经完成，但此时的小熊身无分文，在瑞

安无亲无故，吃饭、住宿等都成问题。蔡雅芝

当即向领导汇报，并联系到了我市一家负责

未成年人帮教的公益组织。在未成年人临时

庇护点里，小熊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次日，在

蔡雅芝的叮嘱下，小熊联系上了外地的姐姐，

最终顺利回家。

检察工作走近群众

2018年9月开展首届侦查监督业务竞赛

2018年成立温州地区首个电子数据实验室，助力电
子物证司法鉴定工作

远程视频提审室内，通过视频网络，提审羁押在看守
所的犯罪嫌疑人

1978年恢复重建后迁入解放中路118号办公

干警在老城区解放东路 315 号原供电检察室前与检
察院第一辆警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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