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实主题教育调查研究 推动检察工作提档升级

湖北检察用好“传家宝”找到“金钥匙”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寿江 通讯员 阮彬

荆楚检察
（第44期）

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
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是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湖北省检察院把调
查研究这个“传家宝”作为推动湖北检察工作现
代化的制胜法宝，在基层一线寻找“解题”思路。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围绕党中央和省委关注、群众关
心、基层关切的突出问题，省检察院研究制定了《关于在
全省检察机关大兴调查研究的实施方案》，明确了23项
重点调研课题。

“既聚焦大事要事，又涉及深层问题，还关注改革发
展。”省检察院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司法突出问题、
影响和制约湖北检察工作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作为选题的
关键，围绕决策所需、群众所盼、本职所系选定调研课题。

“院领导班子成员每人至少牵头1个课题开展调研，
同时针对相关领域或工作中突出的难点问题进行专项调
研。”省检察院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每个课题都对调研
时间、调研对象、调研方式、责任分工等逐一明确，实实在
在地分解任务、压实责任，避免多头调研、重复调研。

“调研内容很接地气，紧扣我们基层办案实际，是奔
着解决问题来的。”

“结合调研重点，我们有什么说什么。”
潜江市检察院几位曾与省检察院负责人面对面交流

的干警向记者道出了自己参与调研座谈的感受。
6月6日至7日，省检察院负责人一行采取“四不两

直”方式，深入天门市检察院、潜江市检察院调研，通过查
看工作现场、一对一座谈、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推进基层
检察工作现代化面临的制约因素，倾听基层干警的心声。

5月19日，在十堰市茅箭区公安分局侦查监督与协作
配合办公室，省检察院分管领导实地查看办公室运行情况，
就如何健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听取基层干警意见。

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省检察院领导班子“领题”
后，走进基层一线，听取“原汁原味”的声音。截至目前，省
检察院各调研组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研共计54次。

在调研地点和对象的选择上，各调研组坚持把“在检
察看检察”和“跳出检察看检察”相结合，去基础好、亮点
多的院总结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到基础薄弱、局面难打开
的院“把脉问诊”，在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的地方开出

“检察良方”；到检察公益诉讼办案现场，了解检察能动履
职服务流域综合治理情况，在基层综治中心、社区服务中
心和群众“聊家常”……

用脚探路，用心记录。把“听真话、察实情”作为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依据，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打下
坚实基础。

想找到“解题”思路，就必须要有“闻过则喜”
的胸怀，以问题导向引领调研方向。

“希望大家多说问题，多提建议。”4月以来，省
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在十堰、襄阳、孝感、随州等地就
汉江流域综合治理问题进行座谈，每场座谈开始
前，该部负责人都要事先表明“直奔问题”的态度。

“十五条措施让汉江流域综合治理从‘独角
戏’走向‘大合唱’，希望检察机关携手职能部门从
水体、鱼类、岸线对汉江进行全方位立体式保护。”
在襄阳市检察院，5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12
名行政机关代表对《襄阳公益诉讼检察服务汉江
流域综合治理十五条措施》提出意见建议。

听取意见后，襄阳检察机关凝聚相关行政部
门力量，开展联合巡查、联席会议58次，立办公
益诉讼案件225件，制发检察建议29件，发出磋
商函152件，多渠道、全链条保障汉江流域水安
全、水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奔着问题去，载着“清单”归。看到的“病症”，
听到的“良策”，碰撞的“火花”，经过各调研组的分
析总结，变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化作
建议与举措融入20余篇调研报告的字里行间。

据介绍，省检察院研究确定了推动高质量发展
重难点问题项目2个、民生实事项目7项、检视整改
第一批问题51个，内容涉及部分基层院办案质效有
待提升、检察听证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青年干警的
选育管用机制不够完善等方面，每一项都列出了整
改措施、整改目标、整改时限、牵头负责人等信息，采
取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的方式集中解决。

真调研必须真落地。
“围堤平了，才发现家门口风景这么好。”这

段时间，宜城市某村的群众多了一个散步、锻炼
的好去处。不久前，这里还立着高约2米、长约
5000米的江内围堤，江水被它分隔开，河床断面
被缩窄，且有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这是我省检察机关充分听取行政机关和代表
委员的意见，联合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持续开展
日常巡查时发现的问题。此后，检察官立即采用
无人机取证并与相关部门进行现场磋商，仅2天时
间，清理工作顺利启动，泥土堆砌的私建围堤被夷
平，5000米汉江岸线、50余亩江滩重新回归自然。

此类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的实践，
还有很多。

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将乡镇医院、校外培
训机构等纳入强制报告重点关注范围”的建议，
5月底，省检察院联合省委政法委等十家单位，
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
告制度专项监督工作，着力“全覆盖”式解决未成
年人保护的普遍性、系统性、源头性问题。

围绕基层干警反映的“培训针对性、实用性
不够强”的问题，省检察官学院在全省三级检察
院收集课程需求584条，聘请了系统内外兼职教
师150名，启动优质课程推荐和精品课程研发工
作，对于工作滞后的薄弱基层院，成立巡讲讲师
团，开展“订单式”培训。

调研中收集的问题、建议成了推动检察工作
提档升级的“种子”，在荆楚大地“开花结果”。

将调查研究的成果落实于日常检察工作的点
点滴滴，方能将“问题复发”的风险隐患消除在源头。

4月14日，省检察院联合省法院、省公安厅、
省司法厅印发的《关于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的实施
意见（试行）》正式发布，对虚假诉讼案件线索移送、
案件处理配合、监督方式及结果反馈机制等作出具
体规定。这是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检察院联合其
他部门发布的第一份制度性、机制性调研成果。

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省检察院着
力把调研组提出的科学有效的对策建议转化为领
导决策，固化为制度机制，细化为工作举措。截至
目前，已出台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轻罪案件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业务综合质效考核评分规则等
17项制度机制。

“原本只是鸡毛蒜皮的家务事，我不该那么冲
动的，我知道错了，请嫂子原谅我。”5月8日，在红
安县综治中心，检察官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村干部和人民调解员，共同为一起邻里纠纷引发的
轻伤案件轮番向双方当事人释法说理。最终，“小
叔子”当着众人的面，真诚地向嫂子道歉并支付赔
偿金，曾经火药味十足的两人握手言和，一场旷日
持久的邻里纠纷，就地化解。

“越来越多的综治中心迎来了检察官，越来越
多的检察服务触角延伸到了群众身边，越来越多的
矛盾通过联动联调被化解在源头。”省人大代表、
红安县七里坪镇观音阁村党支部书记秦秋平说。

这是省检察院对调研中发现的好经验进行总
结、推广的一次实践。

省检察院第十检察部从当阳市检察院调研归
来后，对该院探索的数字赋能诉源治理模式进行提
炼总结，对检察机关入驻基层综治中心的具体路径
和主要模式进行了探索，正在全省基层院进行推
广，现已指导武汉、十堰、宜昌、黄冈、恩施等地基层
检察院顺利入驻当地综治中心。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好经验、好探索，省检察院
党组在示范引领、试点先行的基础上，固定为制度办
法，并在全省检察机关推广落地。5项工作指引、工
作办法先后出台，为相关工作提供了更规范、可复制
的“施工图”，“一地风景”正逐步变为“满园美景”。

“我们要坚持把调查研究贯穿主题教育始终，坚持
‘调’‘研’‘用’并重，推动调研成果及时转化为解决问
题、改进工作
的实际举措，
高质效办好
每一个案件，
切实为湖北
加快建设先
行区贡献更
多检察力量。”
省检察院负
责人在主题
教育调研成
果交流会上
讲话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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