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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级检察机关构建

并取得办案效果的大数据法律

监督模型达 140 个，应用全省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淘宝站”

等成熟模型达49个人民检察院

165个次。我省模型搭建和应用

均实现“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

覆盖，市（州）检察院建模全覆盖，

基层检察院模型应用全覆盖。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取得的办

案成效有新提升。全省取得办案成

效的模型挽回经济损失由第三次推

进会时的590万余元增加到10186万

余元；开展专项行动 51次；制发检察

建议598份；纠正违法通知书216份；

监督公安机关立案57件；监督公安机

关撤案 38 件；公益诉讼立案 514 件，

带动检察业务指标持续向好向上提

升。

在全国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

上，我省涉黑涉恶线索类案监督模型

杀出重围斩获二等奖。此外，我省涉

黑涉恶线索类案监督模型还入选全国

30 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办案指

引。我省检察机关实现在 20个二等

奖获奖模型中占有一席之位，在西北

五省区数字检察工作中跻身前列。

我省数字检察工作立足省情、检

情，从零起步，依靠“自力更生+对口

援助”，从统筹性规划、阶梯式推进、特

色化建设 3方面持续发力，取得突出

监督成效，走出了一条西部后发省份

以大数据法律监督助力检察工作现代

化的发展之路。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检 察 长 应 勇

2023年10月在青海调研期间，对青海

数字检察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青海数

字检察起步不早，但进步很快！”

近年来，青海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数字检察战略的工作部署，把数字检察作为事关检察事业
长远发展的前瞻性、基础性工作，列入全省检察工作重点任务
大力推进。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在全省三级人民检察院普
遍建立和应用，实现“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覆盖、三级人
民检察院全覆盖。

青海数字检察工作迈出了坚实步伐，实现从无到有、
从想到做的良性转变，实现从“个案监督”到“类案监督”、

“治罪”到“治理”的转变，大数据法律监督成为我省检察
机关创新发展的强大引擎，为不断成功探索后发省份大
数据法律监督发展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23年，全省通过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发现并移送
监督线索598条，监督公安机关立案57件，监督公安机
关撤案 38 件，公益诉讼立案 514 件，制发检察建议 598
份，纠正违法通知书216份，追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务工人员被拖欠工资等款项
共计1亿余元。

我省检察机关立足检察法律监督

职能，提高办案贡献率。我省大数据法

律监督制发检察建议占58.01%，制发纠

正违法通知书占49.32%，监督公安机关

立案占14.79%，公益诉讼立案占16.26%，

大数据法律监督办案占比提升，刑事诉讼

监督指标向好，监督质效得到提升。

紧扣我省省情特点、社会治理重点难

点，聚焦生态环境、社会安全、民生福祉等，

着力培育具有青海检察特色的数字检察监

督模型。唐山恶性打人事件发生后，查庆九

高度关注，要求积极应用检察大数据，以大数

据助推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省检察院专门成

立建模小组，构建了涉黑涉恶线索类案监督模

型，聚焦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聚众斗殴、非法

拘禁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四类案件”，

共排查4.4万件刑事和治安案件，发现203个问

题线索，排查涉嫌违法犯罪重点人员92人，集中

清理“刑事挂案”321件，发现刑事立案监督线索

74件，排查重点人员92人，纠正执法司法不规范

问题129个，针对6个行业治理漏洞制发检察建

议35份。

在监督模型初显成果的基础上，将案件监督

范围扩展至故意毁坏财物、涉黄涉赌类案件，再

次排查发现重点人员28人，进一步发挥了大数

据在深挖彻查黑恶势力方面的独特作用。涉黑

涉恶模型在全国检察机关扫黑除恶推进会上作

了交流汇报。省委书记陈刚听取涉黑涉恶线索

类案监督模型的汇报演示，对专项行动和数字检

察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实施数字检察战略以来，全省各地构建了多

个监督模型，有效解决了柴达木盆地水土保持、

黄河流域环境治理、青海湖裸鲤物种保护等领域

过去想解决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治理难题。同

时在追缴残疾人保障金、完善务工人员权益保

障、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等方面，不断延伸拓

展检察服务的深度和广度，让数字赋能和法律监

督更多地转化为司法为民的务实举措。

围绕查庆九提出“每一个基层检察院都要实

现模型应用零突破”的要求，搭建全省大数据法

律监督模型“淘宝站”，将最高检推广、对口援建

省份援助和我省自建的共56个成熟模型收入工

作专网专门模块供各地使用，避免重复建设、实

现资源共享。全省通过应用全省大数据法律监

督模型“淘宝站”，累计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67

份，制发检察建议210份，监督公安机关立案16

件、撤案7件，公益诉讼立案168件，挽回经济损

失3578万余元。

工作体系清晰。我省检察

机关把数字检察作为“一把手”

工程，省检察院成立由党组书记、

检察长查庆九任组长的数字检察

领导小组，从各部门抽调精干力量

组建工作专班。各级检察院参照

省检察院模式均成立数字检察领导

小组或工作专班，形成全省贯通、上

下联动的数字检察工作组织架构。

工作目标清晰。结合青海检察

工作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相对滞后的

实际，将突出地区特色作为重点攻坚

方向，确定了“搭建好平台、构建好模

型、推广好应用”，努力赶上全国平均水

平的工作目标。先后制定印发青海省

数字检察工作方案和实施意见等文件，

明确指导思想、工作原则，细化工作举

措，确保取得数字化实战成效。

角色分工清晰。结合三级检察院职

能，明确省检察院主抓顶层设计，市（州）检

察院主导业务规则提炼、模型选育研发、区

域应用推广，基层检察院负责个案发起、监

督线索梳理等实战应用，激活基层首创精

神，确保全省数字检察工作稳步推进。

切实转理念。2023年年初，全国检察长

会议对实施数字检察战略作出部署后，省检

察院第一时间选派业务骨干组成学习调研组

赴浙江省实地学习考察，形成调研报告印发

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协调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选派2名业务骨干进驻省检察院，通过座谈

交流、专题培训、线上答疑、下沉指导等方式，

帮助干警转变理念，掌握基本原理。

踏实聚内力。全省各级检察机关以内部

“头脑风暴”引燃数字检察之火。举办全省检

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全省三级

检察院57个监督模型同台竞技，凸显“个案

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监督路

径。在全国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上，我

省两个模型进入复赛，一个荣获二等奖。

扎实强指导。省检察院召开全省数字

检察工作推进会4次、领导小组办公室例会

8次，各市（州）、县（区）检察院召开工作会、

调度会、研讨会、观摩会等592次，层层传导

工作压力和工作责任，对全省建模工作进行

动态化管理、项目式推进，建立在建模型、已

建模型、应用成熟模型、模型成效应用“四张

台账”，强化对下指导，开展点对点、一对一

指导督导，帮助各地区尽快打开局面。

从实建机制。建立对下指导机制，注重培

育典型案例、及时总结各地成功经验，印发两

批“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指引”供各地学习参

考。建立数据安全使用和管理机制，出台《青

海省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数据使用

和管理暂行办法》，为深入推进全省数字检察

工作加装“防火墙”。充分发挥业务指标“指挥

棒”“风向标”作用，出台《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关

于科学运用案件质量评价指标高质效办好每

一个案件的实施意见》，新增“应用大数据法律

监督模型开展法律监督案件占比”本地化特色

指标。建立人才使用和管理机制，建立全省数

字检察人才库，着手制定《青海省检察机关数

字检察人才库人才管理和适用暂行办法》，加

强数字检察人才的使用、管理和培训。

大数据法律监督探索之路
——我省检察机关工作亮点（一）

通讯员 王明华

加强谋划引燃数字检察之火

模型搭建和应用实现全覆盖

加强成果转化提高办案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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