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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利地爬上铁梯，合上开关箱里空气开关，

看着自动投料机行走 1.5米后停了下来，鸽笼里
的鸽子“咕咕”着大快朵颐后，继续前行 1.5 米，
再停下……顷刻间，娄玲霞脸上的焦急一下子全

没了：“好了好了，谢谢你，延杰哥。”

7月 9日下午，汝州市小屯镇宗庄村，冯延杰
接到娄玲霞自动投料机“走起来就停不了”的求

助后，立即赶到她家的鸽棚，仔细检查了开关箱

后找到了毛病所在，排除了故障。

冯延杰今年 43岁，是宗庄村人公认的有眼
光的能工巧匠和养殖肉鸽发家致富的带头人。

2007年，冯延杰一边在矿上工作，一边发展庭院
经济，在尝试了养猪养鸡之后，果断选择了肉鸽

养殖这一行，从最初的笼养 30对起步，到两三年
后的 300对，再到如今的 360组，1组 12对一共
4000多对，成为远近闻名的肉鸽养殖大户、宗庄
村发展肉鸽养殖致富的带头人。

这一切，几乎是冯延杰一个人推动完成的，

妻子韩彩虹在村里当村干部，很难帮上忙。

令冯延杰想不到的是，他 16年前的一次选
择，竟然在宗庄村掀起了一波肉鸽养殖的热潮，

经久不息。宗庄村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村有

养殖大户 12家，共存栏种鸽 6 万 ~7 万羽，每年
向市场提供商品乳鸽 30万羽左右，年产鸽蛋 20
万枚。

32岁的娄玲霞就是 2016年跟着冯延杰进入
肉鸽养殖行业的。那一年，娄玲霞的丈夫冯少波

把全部精力投向了肉鸽养殖，成立了汝州市新同

养殖专业合作社。如今娄玲霞养殖的肉鸽有 1800
多对、约 4000羽。

冯培培，35岁，是宗庄村另外一位女“鸽王”，
有 3年肉鸽养殖经验，目前存栏也在 1800多对
约 4000羽。

在一些人看来，肉鸽养殖没啥技术含量，其

实不然。

冯延杰介绍说，鸽子的饲料配方，除玉米、小

麦、豌豆外，还有保健砂，其成分和配比都有讲

究，有中砂、红土、贝壳粉、骨粉、鱼粉、石膏，还有

添加剂、铁红、微量元素、龙胆草、甘草、穿心莲、

板蓝根等林林总总多达 17种，每天定量喂食。
为了减轻劳动强度，冯延杰和养殖户在鸽棚

里铺设了轨道，安装了自制的自动投食机，按食

槽长度 1.5米设定时间，每次向前移动 1.5米，供
分住上中下 3层的鸽子啄食。

肉鸽养殖是个操心活，首要的是把好种鸽

关。冯延杰说，他们的雏鸽全部是亲鸽繁育的。亲

鸽特指繁育过小鸽子的鸽子。

雏鸽不像雏鸡，破壳后会跟着妈妈觅食。雏

鸽破壳 2小时后，亲鸽便开始用喙给雏鸽吹气、
泌乳，再过 2小时，亲鸽开始哺鸽乳。而亲鸽的鸽
乳，必须经过 18天抱窝才会有，即使是用电孵化
雏鸽，也要给产蛋的亲鸽弄两个假鸽蛋，诱使亲

鸽抱窝而产生乳汁。

雏鸽长到 25~28日龄时，体重会达 500~750
克，也就是 0.5公斤或
稍重一点时，便可以以

商品鸽出售。宗庄村肉

鸽养殖户向市场大量提

供的就是这个年龄阶段

的鸽子———人们常说的

乳鸽。

在亲鸽孵蛋期间，

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

作———照蛋，在孵化的

第 5~7天进行，目的是
消除光蛋（无精蛋）、红

根蛋（死精蛋）、死胚蛋

（臭蛋），以防蛋变臭而

影响正常发育的蛋和亲

鸽健康。此外，还要注

意蛋槽里面的垫物，以免亲鸽将蛋踩破。

说话间，平顶山市公安局派驻宗庄村第一书

记李晓超，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宗晓

飞来到娄玲霞的鸽棚，正好遇见她在用专用工具

照蛋。

冯延杰说，宗庄村养殖的几乎都是白羽王

鸽，是国内肉鸽的主要品种，这种鸽子耐饲养、成

活率高、繁殖力强，在饲料配比好的情况下，种鸽

一年产种蛋 9~10对，可育成雏鸽 8~9对，有很强
的抗病能力。

冯延杰坦言，目前，他们育雏的成活率在

50％，不够高。
宗庄村不大，只有宗庄、小牛庄 2个自然村，

4个村民组共 362户 1522人。2002年，宗庄村“两
委”依托肉鸽养殖特色优势，建成两栋肉鸽养殖

大棚对外租赁，为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5万元。
而冯延杰养殖肉鸽带起来的不仅有宗庄村，

还有邻近史庄村的房超（音）、蟒川镇斋公店村的

韩峰等人，养殖规模都在 1800多对、约 4000羽。
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王国锋

“公益诉讼检察是一项十分神圣的

事业，一方面体现了检察机关维护公平

正义的职责，另一方面通过办好与老百

姓切身相关的实事、小事，体现了检察机

关司法为民的情怀……”说这话的是汝

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公益诉讼检

察官张书伟。

2013年进入市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张
书伟，先后在市人民检察院案管中心、民

事行政检察科、反贪污贿赂局工作。自

2018年开始从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他取
得了一项项荣誉———2021年，由他参与办
理的“督促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行政公

益诉讼案”被评为“河南省十大典型案例之

一”；2022年，其办理的“督促加强对某公
司无环评用地手续监管行政公益诉讼案”

被评为“全国公益诉讼优秀案例”；办理的

“督促清理河道妨碍行洪障碍物行政公益

诉讼案”被评为“河南省‘技术 + 公益’优
秀案例”。张书伟被平顶山市委、市政府评

为 2022年度“平顶山市优秀政法干警”，被
平顶山市河长制办公室、平顶山市人社局

联合表彰为“平顶山市河长制工作突出贡

献个人”称号，并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 2
次，被记嘉奖 3次。其所在的办案团队也被
评为“平顶山市河长制工作突出贡献单位”

“平顶山市检察机关优秀办案团队”。

树监督“信心”

公益诉讼检察是检察机关“四大检

察”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做好这项

工作一直是公益诉讼检察人的努力方

向。2018年从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以来，
作为一名公益诉讼检察新兵，面对几乎

同样是新生事物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张书伟没有退缩，在探索的道路上，他首

先确立了要坚定公益诉讼的制度自信，

挺直腰杆去监督。

公益诉讼的本质是为民司法，解决

民生难题，守护百姓利益。在开展工作过

程中，张书伟面对最多的就是被监督单

位的不理解、不支持。怎样找到突破口，

打开工作局面？张书伟采取了三步走的

策略。

一方面，他在工作中时时处处宣传

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使被监督单位能理

解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是法律的授权，是国

家完善社会化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化治理

能力的根本要求，从而挺直腰杆对被监督

单位不依法履职、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另一方面，他主动

加强与行政机关、乡（镇、街道）的沟通协

作，通过诉前磋商程序，将拟发检察建议内

容、法律依据与被监督单位进行沟通，获得

被监督单位对检察建议的理解和支持，从

而积极整改；同时，他还在检察建议中增加

了“如逾期不履行职责或不回复检察建议

的，将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提示语，

以法律的强制性督促被监督单位主动履行

工作职责。

万事开头难。切实可行又行之有效的

三条举措一经落实，代表着汝州检察公益

诉讼工作最艰辛的第一步迈了出去。因

措施得力，宣传到位，市人民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的被动局面很快被改变，

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

2021年至 2023年 6月，由张书伟主
办、参与办理的各类公益诉讼案件 181
件，依法追缴或获得判决支持破坏生态

环境和资源生态修复费 232万元、食品药
品安全领域惩罚性赔偿金 226万元；追缴
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公益损害赔偿 20余
万元；督促追缴个人所得税款 24.8万元、
耕地占用税 64万元；督促追缴行政处罚
罚款 4000多万元……

一连串的数字见证了张书伟不忘初

心、为民司法的奋斗历程，丰富的办案经

历、优秀的案件质量也成了他业务素质

过硬的活招牌。

立办案“公心”

“公心”是全面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

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只有用“公心”办

案，才能时时处处发现案件线索，找准案

件的切入点。

2021年 4月，张书伟和市河长办工
作人员一起对河湖“四乱”图斑进行核查

时，发现某自然村有一露天占用耕地的粉

煤加工场，所产生的废水在未经过防渗漏

处理情况下，全部排入河道。在与市环境保

护部门、乡镇政府确认该加工场违法行为

属实后，张书伟当即就对相关行政机关、乡

镇政府立案监督，督促有关单位共同履行

执法监督职责，拆除了该加工场、恢复耕

地，并对污水进行检测和处置，使社会公共

利益得到了维护。

2022年 3月初，针对上级交办的“汝
州某社区有诱导老人，将普通食品虚假

宣传为有治疗作用的保健食品、药品进

行高价销售”的线索后，张书伟立即通过

现场调查、录音及拍照，调取刑事卷宗的

部分笔录，核实群众举报材料等方式进

行查证，查明该窝点存在将普通食品夸

大为有保健作用的保健食品或医疗作用

的药品并私下销售的违法事实，该案涉

众人群多为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群众，

如不依法惩治，将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

益。根据调查情况，张书伟立即向具有监

管职责的我市某行政机关公开送达诉前

检察建议书，促使该单位在全市开展了

《打击违法向老年人虚假宣传、推销医疗

器械、保健食品等专项行动》，有力提升

了老年人的自我防范意识，提高群众抵

御欺诈手段的能力。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张书伟坚持刑

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融

合的理念，通过加深与本单位各部门的

沟通，加强与全市大数据中心的联系，加

大对网络平台、自媒体平台的举报监督，

从而全面发现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

利益的案件线索，做人民群众利益的维

权者。

强质效“恒心”

“只有重案件质效，才能办理好每一

个案件。”这是张书伟多年办案总结出的经

验，也是他多年来坚守的办案理念。

2022年初，在全程跟进监督崔某某、
张某某污染地生态修复案件中，张书伟

先后多次到案发现场调查并跟进监督。

要求崔某某、张某某将危险废物移交第

三方有资质的公司处理，并督促他们主

动缴纳了环境修复方案制订及相关鉴定

费用。针对后期生态修复进程缓慢的情

形，他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乡镇

政府协同行政机关全面履行职责，共监

督清运、处置被污染土壤 1267.2吨，植树
126棵，恢复土地面积 2.06亩，并完成对
修复后的土壤、地下水评估，达到彻底消

除污染的办案效果。

2022年，张书伟在办理靳某某等 4
名当事人销售有毒、有害保健食品获利

一案时，依法向当事人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市人民

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对靳某某等 4名被
告分别作出一审判决，并对检察机关提

出的按获利额的 10倍承担惩罚性赔偿
金的公益诉讼请求全部予以支持。在审

理过程中，3名当事人在认罪认罚的基础
上，主动缴纳了惩罚性赔偿金 7.5万元，
对拒绝缴纳赔偿金的另一名当事人，依

法督促法院将案件强制执行。

显检察“爱心”

公益诉讼监督不是冷冰冰的法律监

督，而是充满温度的司法服务。

2022年 7月，张书伟通过网络监督
发现冀某某伙同梁某某、陈某某、崔某某

等人，在网络上非法购买他人实名认证

的手机号码和相关验证码进行注册获

利，其行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在依法进行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立案并移送法院审查起诉过

程中，张书伟与刑事办案组的检察干警

一同向 4名当事人讲明法律法规和政
策，告知其不承担公益损害赔偿责任的

后果。经释法说理，4名当事人在认罪认
罚的基础上愿意承担公益损害赔偿责

任，主动缴纳了拟起诉的按获利额核算

的公益损害赔偿费 15万余元。
因冀某某等 4人主动退缴违法所得、

积极缴纳公益损害赔偿费，市人民检察院

对犯罪情节轻微的梁某某、陈某某、崔某某

3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市人民法院也依法
对另一名涉案人员冀某某从轻判决。

从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5年多来，
张书伟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

目标，用一名检察官的职业道德，以务

实、勤恳、专业、高效的作风，在公益诉讼

检察的道路上不断奋勇向前，为助推汝

州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量。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李晓沛

冯延杰:带动乡邻养鸽致富

张 书 伟 ：“ 益 心 为 公 ”的 检 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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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3日上午 11时，持续的夏雨过后，天刚刚转为多云，
临汝镇东马庄村党支部书记马战民，已经来到村子南侧的大田

里察看玉米的长势，他边看边说道：“昨天夜里电闪雷鸣，又是

刮风又是下雨，多亏玉米还没有长太高，否则非刮倒不可，这雨

对于缓解旱情还是大有帮助的。”

眼下，马战民种植的大田已发展到 800多亩，优质玉米、小
麦轮作的种植模式给他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东马庄村一半是山坡地，一半是平地。前些年附近有煤

矿、石料厂、石灰厂等企业，最近几年这些企业大都被关停了，

村民们很多都出去打工了，剩下一些老人、妇女在勉强管理耕

地，耕地撂荒的现象也较多，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萌生了把村民

这些管理不到位的耕地流转过来的想法。”2021年，马战民与村“两委”班子成
员商量种大田的事儿，很快得到了大伙儿的一致同意。于是，村“两委”成员几乎

都成了种地的股东。

俗话说“好事多磨”，种了一年，股东都快退完了，“种地投资大风险也大，与

天气的变化密切相关，再加上水利条件也不是太好，第一年赔了之后，大家没有

了投资的兴趣，到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个股东了。”

不服输的马战民和另外一位股东选择继续留在庄稼地里打拼，并投入 60
多万元购买了玉米机收割机、大型拖拉机、播种机、装载机等大型农业机械，对

机井的配套设施也进行了提升改造。

“种植大田作物，只要肥力、水利跟上，不出现极端恶劣天气，收益还是比较

稳定的。”马战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正常情况下，小麦的亩产量可以达到 800
斤以上，玉米的亩产量可以达到 1000斤以上，800多亩地一年可产粮食 150万
斤，一亩地每年的净收益在 400元左右。”

发展粮食作物规模种植，不仅解决了耕地撂荒的问题，同时也让留守在家

的老人、女人实现了灵活就业。该村 67岁的村民马建须一直跟着马战民从事田
间管理，“庄稼活对咱农民来说轻车熟路，只要不怕出力，打药、除草、浇地，都能

干动，我一年能在地里干小半年，也能领到 1万多元的工资，年龄大了，就这知
足了。”

种粮种出经验的马战民，如今又瞄上了经济作物，“我们村有些地平展、水

利条件好，可以种粮食，山坡地可以发展谷子、高粱等耐旱的经济作物，村民马

占群正在发展何首乌种植，如果行，我也想试一试。”登上高高的玉米收割机，马

战民望着远处大片绿油油的玉米地，笑着说道。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牛向涛

工作中的张书伟

冯延杰给自动投料机上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