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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者刘硕）记者 23 日从
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最高检近日印发了一批检察公
益诉讼助力噪声污染防治典型案例，涉及机动车“炸
街”、广场舞扰民、夜间违规施工等噪声污染问题。

噪声污染具有瞬时性、流动性等特点，对调查取证
的专业性要求高。在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
治机动车“炸街”噪声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中，为解决
噪声瞬时性取证难题，检察机关主动邀请环保领域“益
心为公”志愿者专家参与指导调查取证，综合运用多种
手段查明部分区域夜间存在机动车“炸街”噪声污染的

事实，为督促行政机关开展有效整治提供了依据。
此次发布的案例聚焦群众身边的噪声污染问题。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检察院推动有关行政机关
通过常态化日常巡查、设置噪声检测设备等方式，破解
困扰群众的广场舞噪声“老大难”问题。江西省鹰潭市
人民检察院针对建筑行业违规作业、夜间施工产生的
噪声扰民问题，综合运用听证、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
政机关依法查处违法问题，保障居民正常休息。

据介绍，2023 年，最高检专题部署各级检察机关
聚焦老百姓“家门口”的噪声污染问题依法开展公益

诉讼办案工作。各级检察机关针对工业、建筑施工、
交通运输、社会生活等领域噪声污染问题办理公益诉
讼 940余件。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徐向春表示，下一步，检察
机关将持续深入推进“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以高质效
办案促进声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找准、抓实检察公益诉
讼融入服务噪声污染防治行动的切入点，围绕重点，加
大噪声污染防治公益诉讼办案力度。同时结合办案，
持续推动完善噪声污染防治体系，更大范围汇集噪声
污染防治合力。

新华社广州4月23日电（记者邓瑞璇、徐壮）以“文
旅惠民乐民 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的2024年全国文化
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23日在广东省珠海市启动。

2024年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由文化和旅
游部主办，活动时间为2024年4月至2025年2月，分为
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
季、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春节文化和旅游消费月、
专题消费促进活动等部分。文化和旅游部将会同有关
地方举办专题主场活动，各地和各支持单位结合本地

实际，同期举办分会场活动，加强政企协作，共同推出
特色文旅活动、新型消费场景和消费惠民措施，让企业
真受益，让百姓得实惠。

“百城百区”文化和旅游消费行动计划专项对接活
动同期举办。据悉，今年，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继
续联合中国银联，并会同各支持机构实施该行动计划，
从丰富消费惠民措施、开展消费促进活动、提高产品供
给能力、提升消费便捷程度、促进区域消费联动、加强
宣传推广力度等六方面，乘势推动消费持续扩大。

2024年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启动

新华社太原4月23日电 4月 23日，山西吕梁永聚
煤业有限公司办公楼“11·16”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公布。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企业安全
主体责任不落实，超限额加装电动吊篮、违规敷设吊
篮供电线路，违规在井口浴室存放矿灯、氧气自救
器、自喷漆等助燃物品，安全管理混乱，吊篮供电线
路短路引燃吊篮内可燃物，初期火灾处置不力，地方
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而导致的生产安全
责任事故。

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18名企业人员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纪检监察机关对事故中涉嫌违纪违法的
42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问责。

事故发生后，山西省政府成立重大火灾事故调查
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国务院安委会对该起事故
查处进行挂牌督办，并派工作组全程督办。事故调查
组查明，事故直接原因是永聚煤业联合建筑办公楼二
层井口浴室大更衣区0625号吊篮上方电机主供电线绝
缘层与金属线卡接触部分破损短路，引燃下方吊篮内

的可燃物，导致火灾发生，加之事故初期应急处置不
力，最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此次事故暴露出事故企业存在违法违规建设、消
防安全责任不落实、安全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安全管
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应急
救援和疏散逃生技能差等突出问题；吊篮生产安装企
业存在不按设计施工、缺少施工现场组织管理；有关
监管部门存在审批验收不严格、事中事后监管走过
场、“三管三必须”职责履行不到位；地方党委政府安
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专项整治行动组织不力，汲取
事故教训不深刻。

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事故调查组提出树牢安
全发展理念、全力消除吊篮系统风险隐患、防范化解
矿山企业地面建筑安全风险等六个方面的防范措施
和建议。

2023年11月16日，吕梁市离石区永聚煤业有限公
司联合建筑办公楼二层浴室发生火灾，造成26人死亡，
38 人受伤，过火面积约 900 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
4990.26万元。 （记者梁晓飞、王劲玉、原勋）

山西吕梁永聚煤业办公楼“11·16”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机动车“炸街”等噪声污染难题如何破解？
最高检发布典型案例

新华社台北4月23日电（记者赵
博、齐菲）地牛翻身，全台有感。22日
17 时至 23 日 17 时的 24 小时内，台湾
花莲县及附近海域发生 200 多次地
震。其中，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震
级超过5级的地震达到十余次。

由于这些地震较为集中地发生在
23日凌晨至中午时段，对民众的睡眠
和通勤都造成了很大困扰。据台气象
部门研判，这些地震均为4月3日花莲
7.3级地震的余震。岛内舆论指出，如
此频繁的余震，尤其是在短短的 6 分
钟内连续发生两次规模 6 级以上地
震，相当罕见。

记者查阅台气象部门地震监测网
页看到，3日清晨发生主震后，一周内
余震十分频繁，随后趋于衰减，但从
21日开始频率渐涨，22日傍晚以来最
为频繁。截至 23日 17时，3日主震以
来，花莲发生的有感余震总计达 1200
多次。

综合岛内媒体报道，台气象专家
评估认为，主震加余震释放的能量迄
今已相当充分，相信能量快释放完了，
但不排除后续还会发生较大震级的余
震。台大地质系研究所教授陈文山解
释说，20天来的余震发生在离主震震
中较远的地方，并有从北向南移的迹
象，与地壳破裂有关。从过去经验来
看，级别较大的主震之后，余震可能会
持续半年以上。

23 日清晨 5 时，花莲县宣布停班
停课。据当地统计，目前共有 4 栋楼
房发生倾倒，分别为统帅大楼、富凯饭
店、1家洗衣厂和1家牛排店。所幸均
为主震后被贴红单或正在修缮的建
筑，无人居住，未造成人员受困或伤亡
情况。

记者致电负责新闻发布的花莲县
政府行政及研考处处长吴昆儒获悉，3
日主震后人员受困最为集中的太鲁阁
景区，仍处在封闭状态，未发生有关人
身安全的进一步灾情。但受连日来的
余震和暴雨影响，山区落石严重。交
通方面，台铁在 22 日晚间中断后，已
于23日凌晨抢通；苏花公路在紧急清
理落石后，目前采取单向通行。

另据介绍，花莲县已商请台湾建
筑师公会、土木公会，征集结构技师前
往支援，加紧对花莲县的大小建筑进
行安全检查，为有需求的民众及时提
供房屋安全评估。

气象预报显示，23 日入夜全台迎
来大雨。台湾社会普遍担忧将造成更
严重的地质灾害，台当局也通过电视、
网络等各种渠道，反复叮嘱民众非必
要勿前往山区活动。

24小时余震200多次
台湾花莲牵动人心

4月23日，游客在山西吉县黄河壶口瀑布观赏“清流飞瀑”景观（无人机照片）。近日，受上
游降雨量较少和水库调节水量影响，黄河晋陕峡谷水流变缓，水色变清，壶口瀑布出现“清流飞
瀑”景观。 新华社发（刘宏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