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郭晓宇 美编：李晓军 校对：张胜利
2021年1月5日

星期二

电子信箱：fzrbzwb@126.com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表决通过长江保护法。这部法律将于2021年3月

1日起施行。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重要支撑。长江流域涉及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

大。对于有着如此重要意义和地位的河流进行立法，其

难度可想而知。

　　“长江保护工作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任务艰巨。作

为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长江保护法需要统筹协调上

中下游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法

律之间的关系，没有可参考的先例，立法难度较大。”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主任王瑞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解决长江保护管理体制中“九龙治水”顽疾；改变

“无鱼”困局；既要防止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坏，也要

让已经遭受破坏的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和环境变好……

长江保护法在起草之初，就承担起了一系列重任。

　　历经三次审议之后出台的长江保护法，不负众望，

在依法维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推进长江流域绿色、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方面，作出了系统制度设计。

　　王瑞贺说，长江保护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战略定位，突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基本要求，

针对长江流域的特点和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特别的

制度措施，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规范各

类生产生活、开发建设活动，促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

推动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率先将绿色发展国家战略写入法律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峰看来，规

定绿色发展的内容，是长江保护法的一大亮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括“广泛形成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

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全会提出“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其中对生态环境领域作

出明确规定。

　　彭峰指出，长江保护法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方

面，毫不动摇地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中绿色发展的远景目标。例如，总则部分明确了

长江流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理念。第三条规定，

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保护应当坚持统筹协调、

科学规划、创新驱动、系统治理。

　　与此同时，关于具体推进长江流域绿色、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该法也有着非常细致的规定。值得注意

的是，长江保护法还为此设立了专章——— 第六章“绿

色发展”。

　　长江保护法第六章在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方面，

作出了完善的制度设计。明确了一系列产业、行业、企

业、园区等绿色转型的具体措施；首次以开发区为单

位，建立了绿色发展评估机制，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与省

级政府作为评估主体对开发区开展绿色发展评估，评

估内容涉及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

情况，评估结果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效力，开发区的产业

产品、节能减排等措施需要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调整；在

资源节约和提升资源效率、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国家鼓

励和支持节水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加强节水型

城市和园区、海绵城市建设。

　　“当前，多个国家已经将绿色转型与绿色发展上升

到国家战略的地位。我国率先将绿色发展国家战略写入

长江保护法，以法律的强制效力率先引领长江流域的高

质量发展，可谓正逢其时，具有重大意义。”彭峰说。

把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放在压倒性位置

　　在制定长江保护法过程中，有一条立法理念始终贯

穿其中——— 坚持把保护和修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放在

压倒性位置。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杨林

生指出，长江保护法坚持把保护和修复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放在压倒性位置，从长江流域系统性和特殊性出

发，建立健全长江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让长江保护

有法可依。

　　杨林生注意到，在长江保护法中，长江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和修复的相关内容贯穿了整部法律。

　　在总则中，明确把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

复作为长江保护法立法的第一目的，也明确在长江流域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活动应当优先遵守本法。

　　长江保护法把“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和“生态环

境修复”这些专章作为核心内容，并对各类生态环境保

护和修复的责任主体、保护和修复的内容作了详细规

定，明确国家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实行自然恢复为主、

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系统治理，明确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编制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修复规划，组织实施重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统筹推进

长江流域各项生态环境修复。

　　为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长江保护法明确专项

安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用于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为确保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效

果，长江保护法明确实行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以及约谈、定期报

告等，以最严格的责任制度保障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杨林生说，长江保护法从保障生态安

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加强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

党中央作出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重大决策。同时，本法明

确国家及地方各级行政部门、媒体等多

个主体的责任，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和修复提供法律支持和保障，体现

了我国对长江保护的决心和信心。

  为长江“十年禁渔”提

供法治保障

　　大江大河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如

何，从水生生物生存的好坏程度上就

可以看出。受长期以来高强度人类活动

影响，长江水生生物持续衰退，生态环

境不断恶化，部分水系严重断流、河湖生

态功能退化、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

的“无鱼”等级。

　　为解决这一问题，党中央作出重大决

策——— 长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

　　2020年12月31日上午，农业农村部举

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

动仪式，宣布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

渔”全面启动。

　　农业农村部长江办政策规划处处长衣艳

荣说，长江“十年禁渔”是保护和修复长江水生

生物的关键举措，是落实长江大保护的基础性工

程。为确保这一举措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长江保护

法作出了相应的制度设计。

　　衣艳荣注意到，在长江保护法的九章九十六条中，

大部分条款规定的保护措施对水生生物保护都有积极

意义，其中直接以保护水生生物为主要目标对象的条款

就有近20条，占了大约五分之一的篇幅。

　　对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

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航行和航道整治工程；建立长江流

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体系；制定水生野生动植物

保护计划；实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实施生态环境

修复和其他保护措施等，进一步明确了国务院有关部

门、各级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和相关主体的权利义

务……针对水生生物保护，长江保护法作出多项规定。

　　同时，长江保护法在法律责任部分进一步加大了对

违反禁渔管理规定和破坏水域生态等违法行为的处罚

力度，为落实水生生物保护各项政策措施提供了硬

约束和强支撑。

　　“长江保护法在流域尺度上整合和

超越了现行相关法律的规定，对长江

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作出全面规

范、提出更高要求，其颁布实施

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

域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一

大进步。”衣

艳荣说。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写入长江保护法

为推进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聚焦长江保护法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坚持责任导向，加大处罚力度，是长江保护法的

一大亮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主任王

瑞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长江保护法强化考核评价

与监督，实行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和考核评

价制度，建立长江保护约谈制度，规定国务院定期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报告长江保护工作；坚持问题导向，针对

长江禁渔、岸线保护、非法采砂等重点问题，在现有相

关法律的基础上补充和细化有关规定，并大幅提高罚

款额度，增加处罚方式，补齐现有法律的短板和不足，

切实增强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和可执行性。

　　值得注意的是，长江保护法第九十四条规定，违

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长江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它的出台是

开创性的，不仅事关长江流域生态安全，更关系到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对于长江流域的保护，仅依

靠民事侵权责任和行政处罚还不够，作为最严厉制

裁手段和保障手段的刑法不可缺位。当然，刑法的规

定需要科学合理、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是发挥

作用的前提。”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王文华说。

　　王文华注意到，此次与长江保护法同一天获表

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4项与长江保护

有关的刑事责任，且提高了法定刑，相关刑事保护法

网进一步严密、刑事处罚更为严厉。可以说，长江保

护法在法律责任部分有着非常严密的制度设计。

　　具体而言，刑法修正案（十一）进一步细化了第

三百三十八条污染环境罪的入罪行为，提高了法定

刑，将“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的一些具体规定纳入了刑法，删除

了“情节特别严重”，在三年以下法定刑规定之后，将

情节严重的法定刑升格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同时

增加规定了情节加重犯的四种情形，其法定刑升格

为七年以上：（一）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

核心保护区等依法确定的重点保护区域排放、倾倒、

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

物质，情节特别严重的；（二）向国家确定的重要江

河、湖泊水域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

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情节特别严重的；

（三）致使大量永久基本农田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

永久性破坏的；（四）致使多人重伤、严重疾病，或者

致人严重残疾、死亡的。同时增加“有前款行为，同时

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此外，在保护物种安全方面，长江保护法的严

厉处罚并不限于第八十五条规定。如果构成犯罪，也

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相关规定，刑法修正案（十

一）也有

明 确 。”王 文

华说。

　　长江保护法第八十五条

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在长江流域开放水

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种质资源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捕回，处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捕回的，由有关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代为捕回或者采取降低负面影响

的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后增加

一条，作为第三百四十四条之一：“违反国家规定，非法

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王文华指出，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加的相关

规定，增强了对长江进行法律保护的威慑力。一方面

重在从源头上进行打击，另一方面也惩治市场相关

消费行为，这样，将一些严重危害长江等水资源及其

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犯罪化处理，通过细化入罪情

形的具体规定加强了实际可操作性，通过提升法定

刑加大了刑事打击力度，在法律责任规定上与长江

保护法等前置专门法律中的预防性措施、法律责任

规定相衔接，体现了我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也将与长江保护法等法律共同发

力，形成了完备的长江生态安全保护法律制度体系。

长江保护法与刑法修正案（十一）等法律共同发力

形成保护长江生态安全完备法律制度体系

　　本报讯 记者王斌 新修订的《北京市志愿服

务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近日获得通过，将于

3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新闻发言

人王爱声近日就《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作了解读。

　　此次修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党对志愿服务事业的全面领导，完善

志愿服务管理体制。在总则部分明确在党的领导下

建立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和工作协调机制，明确民政

部门负责志愿服务行政管理工作，北京市志愿服务

联合会履行引领、联合、服务、促进的职责。

　　第二，明确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点，畅通志

愿者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一是将志愿服务与社区

治理相结合，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站

等形式，建立健全社区志愿服务工作机制，丰富社区

志愿服务的内容，使社区志愿服务惠及大众，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二是鼓励专业志愿服务发展，补充

了开展专业志愿服务的内容，提高志愿服务专业化

水平。三是建立健全应急志愿服务、外语志愿服务、

大型社会活动志愿服务等协调保障机制。

　　第三，加强志愿者激励与保障，完善志愿者促进

措施。一是为了激发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的潜力，总

结实践经验，补充完善了激励保障的内容，包括奖励、

补贴、时间储蓄、社区回馈以及为志愿者购买保险等。

二是打造“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完善平台服务功能，

包括注册登记、项目发布、供需对接、服务记录、诉求

反映等。三是明确了一系列促进措施，要求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对开展志愿服务给予指导和支持，鼓励单位

社区开放公共资源，支持志愿服务组织，鼓励支持志

愿者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引导家庭培养青少年

志愿服务意识，支持学生社团开展志愿服务。

新修订的《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3月1日起施行

畅通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渠道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2020年12月26日，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国

防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这次修订，固化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体现了国

防和军队改革成果，完善了中国特色军

事法规制度体系，对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具有重要意义。”据中央军委法制局负责

人介绍，此次修订工作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精准把握基本定位、突出加强体系设计、坚决

贯彻问题导向的原则。

　　修订后的国防法共12章73条。“此次修订共

修改54条、增加6条、删除3条，调整了第四章、第五

章的章名。”该负责人介绍说，主要修改内容包括：

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

防活动中的指导地位；结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

防和军队改革实际，调整了国家机构的国防职权，

增加了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内容；充实了武装力量的

任务和建设目标；着眼新型安全领域活动和利益的

防卫需要，明确了重大安全领域防卫政策；根据国

防教育和国防动员领导管理体制改革实际，充实完

善了国防教育和国防动员制度；着眼“使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强化了对军人地位和权益的

保护；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外交思想，充

实了对外军事关系方面的政策制度。

　　谈及新修订的国防法的主要特点，该负责人指

出，首先是鲜明体现了我国国防的时代性。新修订

的国防法着眼新时代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在

第一章“总则”中新增指导思想，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于国

防和军队建设各领域、各环节、全过程，体现在各章

具体条文中；充实完善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和治

军方略的相关内容；新增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

务；新增“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内容。

　　其次，充分体现了我国国防的正义性。新修订

的国防法规定了我国国防活动的基本原则，明确宣

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还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推进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行为”，充分体现了我

国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一贯主张。

　　最后，进一步体现了我国国防的全民性。国防法坚

决贯彻“全民国防”思想，明确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

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和

其他组织，都应当支持和依法参与国防建设，履行国防

职责，完成国防任务；新增全体公民增强国防观念、强

化忧患意识、提高国防技能，以及组织学生军事训练和

公职人员参加国防教育，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等内容。

完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 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解读新修订的国防法

　　本报讯 记者潘从武 通讯员赵志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次会议近日审查批准了4部生态环保地

方性法规，涉及水生态环境保护、大气

污染防治和乡村环境治理等方面。

　　4部生态环保地方性法规分

别是《克拉玛依市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博斯腾湖水

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克 孜 勒

苏柯尔克

孜自

治州乡村环境治理条例》《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州博尔塔拉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新疆克拉玛依市石油石化产业比重大，大

气环境持续改善面临严峻挑战。《克拉玛依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明确了大气污染防治的目

标、原则、工作机制以及相关监督管理制度，细

化了相关部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职责。此外，

还专门对石油石化企业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作出规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博斯腾湖是全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是新

疆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博斯腾湖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明确建立和

完善水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机制，由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铁门关市、流域管理机

构、有关县人民政府、团（镇）及相关部门共同

研究解决博斯腾湖水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中的重大事项，确保博斯腾湖

及入湖水体不受污染。同

时对水生态保护

和水污染

防治的制度措施作出严格规定，对违反条例规

定设置排污口，或者以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水污

染物的行为予以处罚。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乡村环境治理

条例》对乡村环境治理的原则、议事协调机制、

重点、要求及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通过立法

形式，建立深入持久推进“美丽克州”乡村振兴

工作的长效机制，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以“保护”为主线，以“生态环

境保护”为目标，重点解决博尔塔拉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和统筹管理缺乏统一管理机制、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步调不一致等问题。

　　“2020年以来，有立法权的自治州、设区的市

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

安排部署，把生态环保立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设定严格法律责任，多层次、全方位织密生

态环境的法规保护网，为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

美丽新疆奠定了法治基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说。

新疆4部生态环保地方性法规获批

织密生态环境法规保护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