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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 本报记者 郄建荣

　　“江苏省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开

发问题突出”是2018年6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曝光的典

型案件之一。这一案件因涉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鳍

豚和长江江豚的活动区域被破坏而受到广泛关注。

　　督察组指出，自2009年以来，镇江豚类保护区内就

陆续进行开垦，至2018年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

时，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农业种植和渔业养殖面积达到

7200亩。更为严重的是，镇江市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文旅集团）竟然在保护区内建设了

影视基地，即“大江风云影视实景园”。

　　督察组公开的问题令江苏省特别是镇江市痛定思

痛，镇江市决心彻底整改。经过两年多的整改，近日，镇

江市透露，保护区内的江豚数量已增加到21至22头左

右，大江风云影视基地项目也已全部拆除到位。

一级管控区有人类活动29处

　　2018年6月22日，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对镇江

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规项目清理整治情

况进行了现场检查。督察组发现，镇江市对保护区保护

管理工作长期不重视，在2016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后，

不但未按照整改要求清理保护区违法违规项目，反而

继续加大开发力度，导致保护区内江滩湿地被严重

破坏。

　　督察组指出，长江镇江段一直是白鳍豚和长江江

豚活动比较频繁的水域之一，由于镇江豚类保护区独

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唯一一个没有被开辟为长江

主航道的长江干流保护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保护

区，却在2009年以后被陆续开垦，到2018年6月督察组

“回头看”时，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农业种植和渔业养殖

面积达到7200亩。

　　更为严重的是，“2011年，为了满足非农建设占用耕

地‘占补平衡’的需要，经镇江市政府同意，镇江市国土

资源局与文旅集团江滩管理处签订《委托开垦耕地协

议》，委托文旅集团江滩管理处在镇江豚类保护区缓冲

区的焦北滩开垦耕地2800亩；镇江市国土资源局京口分

局又委托在焦北滩开垦耕地189亩，同年完成开垦并进

行验收，实际新增耕地面积约3000亩。

　　督察组调查还发现，文旅集团不仅在镇江豚类保

护区内开垦耕地，还大规模开展旅游活动。

　　督察组指出，2017年，根据原环境保护部遥感监测

自然保护区破坏情况，镇江市政府反馈称，经现场核

查，位于生态红线区域一级管控区（豚类保护区缓冲

区）内共有人类活动29处，其中包括5处新建亭子；2处江

豚科普宣传基地。镇江市认为，仅有5处新建亭子与豚

类保护无关，需要拆除。

　　但督察人员在现场发现，镇江市所称的5处亭子和2

处江豚科普宣传基地实际都是文旅集团建设的，而这

些建筑的另一个身份是大江风云影视实景园。也就是

说，保护区一级管控区内的部分区域已经变成文旅集

团的影视基地。

全面拆除违法开垦设备设施

　　据镇江市介绍，为有效保护长江镇江段豚类资源

及其栖息地，1996年镇江市建立“江苏镇江白鱀豚保护

站”，这既是我国最早建立的5个长江豚类监测站之一，

也是江苏省最早建立的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2002年，

成立镇江市长江豚类自然保护区；2003年经江苏省政府

批复同意建立“江苏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

并设立豚类保护区管理处作为保护区日常管理机构，

明确豚类保护区范围为57.3平方公里。

　　“镇江豚类保护区的独特性在于和畅洲将长江分

隔为南北两汊，南汊为主航道，北汊不通航，为保护区

核心保护水域。”镇江市表示，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

保护区还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开辟为长江主航道的长江

干流保护区，既是长江下游少有的长江江豚优良栖息

地，也是连接镇江上下江段不同种群之间基因交流的

重要生态走廊，对于维持长江下游江豚栖息地完整性

具有重要生态学意义。

　　令人叹息的是，如此独特的豚类保护区却被违法

违规建设。

　　对于督察组曝光的问题，镇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主要领导多次批示，要求相关地区和责任部门，对

豚类保护区存在的问题，要一抓到底，确保完成整改任

务，切实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针对保护区内违规

开垦7000多亩江滩湿地，镇江市第一时间全面拆除违法

开垦湿地中的水产养殖鱼塘增氧泵、投饵机、网具等设

备设施，全面停止农业生产活动、水产养殖活动。

　　对于被督察组点名的大江风云影视基地项目，镇

江市透露，这一项目占地总面积450亩，其中，150亩位于

自然保护区内，约60亩位于缓冲区、90亩位于实验区。项

目2015年底开工建设，2017年10月正式运营。“中央环保

督察‘回头看’指出相关问题后，镇江市下达处罚通知

书，立即着手拆除。”镇江市透露，去年10月23日，“大江

风云”项目已经全部拆除到位。

　　“在豚类保护区违法违规建设拆除后，镇江市开展

生态修复工程，通过覆土绿化、自然恢复等措施，使豚

类保护区真正符合自然保护区要求，确保为江豚生长

提供更优质的自然环境。”据镇江市介绍，经过人工覆

土和生态自然恢复等修复措施，整改区域植被覆盖率

显著增加，鸟类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江滩湿地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

强化监管构筑保护江豚立体网

　　在整改过程中，镇江市强化日常监管，构筑江豚保

护“立体网”。首先配套完善监测站、巡护艇、无人机、高

清监控等保护区管理设施，优化移动监管平台，提高现

场定位核实能力，建立水陆空立体监测网络，注重保护

区人员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提升日常管理能力和水

平。据介绍，在整改过程中，镇江市持续开展保护区水

生生物资源本底和生物多样性调查，加强保护区内长

江江豚等生物资源监测和水域生态监控，促进保护区

科学化管理。

　　在此基础上，镇江市还建立了保护区年度管理评

估体系，定期不定期组织开展保护区遥感监测评估，及

时发现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并督促整改到位，

确保受保护区域面积不减少、功能不降低。

　　据介绍，在自然保护区监督管理过程中，镇江市政

府督查办、市纪委市监委、市生态环境部门、市自然资

源等部门积极介入，规范保护区管理工作，防止失职、

渎职等行为发生。

　　为有效恢复长江渔业资源，确保江豚饵料鱼的充

足供给，修复保护区水域生态环境，从2002年开始，镇江

市持续17年同步实施渔业资源放流和长江禁渔期制度，

累计放流各类苗种1.6亿尾。通过开展增殖放流、修复水

生植被、建设人工鱼巢、生态浮岛等生态修复措施和禁

渔期执法管理，保护区内渔业资源逐渐稳定，水域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

　　此外，镇江市还完善机制建设，出台《关于进一步

加强江苏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意

见》，建立豚类保护区综合管理联席会议，明确工作机制、

职责分工，形成多部门联合、跨区域协作的管理模式；出

台《镇江市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对豚类自然保护区

实行分级分类管理，促进机构管理规范化。就加强长效管

理机制建设，镇江市严格按照自然保护区管理要求，先后

建立巡护管理工作制度、水生野生动物救护应急预案等，

科学规范推进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管理工作。

　　为提高公众对自然保护区的认识，镇江市以镇江

长江珍稀水生动物展览馆、江豚保护区自然学校、豚类

保护知识讲座、全国大学生江豚保护夏令营、科普及法

律法规宣传活动为载体，多途径向公众宣传保护水生

野生动物相关知识。

　　经过两年多的整改，如今的镇江豚类保护区已经

是蒹葭苍苍、绿树如茵、水天一色、鸥鹭齐翔。据镇江市

介绍，最新科考结果显示，保护区内有江豚21至22头左

右，水生动物75种，其中国家Ⅱ级保护动物1种，省重点

保护水生动物3种；植物58种；鸟类111种，其中国家Ⅱ级

保护动物3种，省级保护动物16种。

江苏大江风云影视基地项目全部拆除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曝光典型案件整改结果公布　

　

 曾经被2018年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回头看”曝光的典型案

件———“江苏省镇江长江豚类省级

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开发问题突出”，

近日有了整改结果。镇江市透露，保

护区内的江豚数量已增加到21至22

头左右，在保护区内建设的大江

风云影视基地项目也已全

部拆除到位。

环保在行动

□ 本报记者 吴晓锋 战海峰 文/图

　　连续3年荣获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表

现突出集体，其中连续两年总成绩位居全国地市级

集体第1名，累计4名执法人员获评全国表现突出个

人、11名执法人员获评重庆市表现突出个人……

　　取得这样优异的佳绩，对重庆市大足区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大足支队）

队员来说已不足为奇。2020年，从司法部传来喜报，

大足支队被表彰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先进

集体，这是对大足支队长久以来以过硬执法能力

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的最好褒奖。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近日，《法治日报》记者

走近大足支队，探访这支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铁军

的锻造之路。

开展执法练兵提升执法能力

　　在大足支队支队长陈浩看来，提升执法人员

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是大足支队工作的重点。为

此，他们成立执法大练兵领导小组，制订实施方案

和目标计划，全面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出铁腕动钢牙，树威严。“十三五”以来，大足支

队重点治乱、铁拳治污，不断加大执法力度，累计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430件，罚款金额2358万元。强化环

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移送公安机关涉嫌行

政拘留案件25件、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7件，目前

两起非法倾倒危险废物案件的责任人已被法院追

究刑事责任，有效震慑了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说起办案的专业性，一件从废物中抽丝剥茧

最终牵出某家具公司非法倾倒危险废物的案件最

能说明问题。

　　2018年2月的一天，接群众举报后，执法人员立

即赶赴现场，在一处破旧的工厂内发现堆积有大

量疑似危险废物的废渣，然而，涉及倾倒企业的线

索几乎被销毁殆尽。线索毁坏更加激发了执法人

员的斗志，他们静下心来一点一点勘查，终于发现

了一小块印有某品牌字样的残缺纸板，通过关联

查询，发现该品牌与一家具制造企业具有相关联

系。循线追踪，案件事实很快水落石出。

　　多办案也要办好案。“十三五”期间，大足支队

办理环保法配套办法5类重大案件129件，从项目违

法建设到非法排污，覆盖生态环境执法各个领域。

严格按照国家和市级标准，打造精品案卷，3个案

例被生态环境部作为全国生态环境执法典型案例

向社会公开，1个案例入选《2019年生态环境保护执

法大练兵20大优秀典型案卷》，1个案例被重庆市司

法局作为典型案例编制模板。

　　在加强日常执法的同时，大足支队将参加专

项执法行动作为促进环境监管执法工作交流、提

升工作能力、锤炼队伍作风的重要平台。“十三五”

期间，大足支队累计派员40人次参加各项国家环

境执法专项行动，累计自行开展30余个环境执法

专项行动，执法队伍战斗力大大增强。

　　此外，他们还建立健全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

度和企业红黄牌制度，完成175家企业的环境信用

评价工作，并将评定的诚信企业、良好企业、警示

企业、不良企业向社会公示，与有关部门信息共

享、共用，实现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同

时，动态实行执法监督正面清单制度，将236家企业

列入“监督执法正面清单企业”，通过实施分类监

管、差异化监管，科学合理配置执法资源，实现对

守法企业无事不扰，对违法企业利剑高悬。

准确适用法律推进依法行政

　　“自成立以来至今，我们支队无一起行政处罚

案卷、行政复议决定被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撤

销、变更、确认违法、责令履职。”陈浩自信地说。

　　这样的自信，从一份份完整的精品案卷中清

晰地反映出来。

　　“案件的法律问题有四：一是准确认定违法事

实，二是证据链的完整，三是执法程序的规范，四

是法律适用和裁量的准确……”陈浩说。

　　严格细致对待每一起案件是他们对初心的坚

守。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有何启示等等，在这些

案卷中都一一详细说明。

　　“无规矩不成方圆，完善的制度体系则为我们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陈浩介绍说，大足支队深入推行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不断完善行政执法程序，研究制

定配套工作细则，通过执法公示规范源头，确保职权

法定；通过全过程记录规范过程，确保程序合法；通过

法制审核规范结果，确保执法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近年来，大足支队还抓住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契机，整合相关部门生态环境

保护执法职能，科学设置机构，合理调整人员，初

步建立起一支职责明确、边界清晰、行为规范、保

障有力、运转高效、充满活力的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队伍。

　　同时，他们还创新案件评查制度，有效提升案件

质量。在设置案件法制审查专岗的基础上，实行案

件交叉集中评查，有效避免主体资格不当、证据不

全、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合法等问题。

加强队伍建设培养后备力量

　　大足区生态环境局始终认为，加强青年干

部培养，助力年轻同志成长，是为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建设美丽大足的人才保障。

　　2020年4月，大足区生态环境局党组

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会。此后，争做有坚定

不移的政治立场、有干事创业的激情、

有成就事业的工作本领、有团结协作

的工作氛围、有饮水思源的感恩之心

和有廉洁自律的工作约束等新时代

“六有”青年干部的热潮在区生态

环境局和支队迅速掀起，大足支队

在执法规范和队伍建设上取得了

突出成效。

　　大足支队深知，专业人才是

队伍能力提升的基础，近年来，

支队吸收12名环境、化工、法律

等专业人才充实执法队伍力

量，解决一线执法人员数量

少、年龄大等突出问题，为

支队带来新动力、新变化。

　　在大足支队，还有一

个“奇特”的现象———

“早到半小时晨学”和

“晚走半小时夜学”。

原来，为了锻炼“内

功”，在不影响日常

执 法 工 作 的 前 提

下，支队要求队员

以早到或晚走的

方式集中学习，

学习最新的环

保政策、最新的

法律法规、最

新的标准规

范，法治思

维不断提

高 ，依 法

行 政 水

平不断

增强。

□ 本报记者

  蔡岩红

　　海关总署近日

通报的最新数据显

示，2020年全国海关缉

私部门共立案侦办走

私犯罪案件4061起，其

中 涉 税 走 私 犯 罪 案 件

2322起，案值927.3亿元，非

涉税走私犯罪案件1739起。

此外，2020年立案侦办走私

废物犯罪案件217起，与上年

同期相比下降41.7％，遏制“洋

垃圾”走私取得明显成效。

　　据海关总署缉私局局长孙

志杰介绍，2020年海关总署严厉

打击危害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安全的各类走私违法活动，

组织全国海关深入开展打击走私“国

门利剑2020”行动，紧紧围绕“洋垃圾”、

象牙等濒危物种、野生动物、“水客”、枪

支毒品、成品油等重点涉税商品、农产

品突出走私问题，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全

力实施专项打击，推进反走私综合治理，

始终保持打击走私高压态势。

初步遏制濒危物种走私

　　2020年，全国海关持续保持对“洋垃

圾”走私的严打高压态势，维护国家生态环

境安全。

　　据了解，2020年全国海关缉私部门开展

了两轮“蓝天2020”专项集中打击行动，共打掉

“洋垃圾”走私犯罪团伙6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141名。全年立案侦办走私废物犯罪案件217起，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同）下降41.7％；查证涉案废

矿渣等涉案废物163万吨，上升114％，禁止“洋垃

圾”入境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海关缉私部门全年向

生态环境部通报立案侦办的涉嫌走私废物企业89

家，有效实现联合惩戒执法效果。

　　2020年5月28日，天津海关缉私局在海关总署“蓝

天2020”专项行动第一轮集中打击中，抓获犯罪嫌疑

人3名，查获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49.8万吨。

　　针对象牙等濒危物种、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走

私，全国海关坚持露头就打、高压严打；同时，克服疫

情期间抓捕难、警力紧张、防控风险大等困难，破获了

走私象牙、干制蛤蚧、穿山甲鳞片、蜥蜴等一批有社会

影响力的案件，打掉了一批专业走私犯罪团伙。

　　2020年10月12日至11月25日，南宁海关缉私局联

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及南宁市公安局，打掉走私

穿山甲犯罪团伙5个，查获穿山甲活体58只、冻体22

只、鳞片125.3千克，另查证走私穿山甲23只。

　　记者了解到，海关缉私部门去年共立案侦办濒危物

种、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走私犯罪案件267起，查获各类濒

危物种、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156吨。经过持续严打，濒危

物种、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走私得到初步有效遏制。

严打重点涉税商品走私

　　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进出口贸易秩序，全国海

关严打重点渠道、重点涉税商品走私犯罪。2020年立

案侦办涉税千万元以上重大走私犯罪案件264起，案

值772.3亿元。

　　2020年全国海关缉私部门组织开展打击整治成

品油走私“守卫”专项行动，会同公安、海警部门开展

联合打击，组织相关部门赴江苏开展实地督导，全力

打击整治长江航道成品油走私，全年立案侦办成品油

走私犯罪案件370起，案值113.5亿元。

　　2020年9月17日，福州海关缉私局联合福建海警局，在

厦门、成都、武汉海关缉私局和福州市公安局的配合下，

打掉8个活跃在福建中东部海域的成品油走私团伙，涉案

案值约13亿元，查证涉案走私进口成品油约25万吨。

　　针对部分地区“水客”走私猖獗的态势，组织重点

海关深入开展打击“水客”走私专项行动。注重发挥海

关一线机检查验及系统布控优势，及时开展精准研判

和高压严打，全年立案侦办旅检渠道涉税走私犯罪案

件296起，案值54.2亿元。

　　2020年9月1日，深圳、上海、杭州、北京、哈尔滨、南

京、厦门、武汉、广州、成都等10个直属海关缉私局，在

多地公安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共出动警力1000余名，

展开打击钻石走私集中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

121名，现场查获涉嫌走私的钻石2520余颗、碎钻4000

余克拉、镶钻首饰158件，全案案值59亿元。

　　针对跨境电商等新兴业态走私严打整治，推进跨境

电商专项情报中心建设，开展智能研判打击，2020年立案

侦办跨境电商渠道走私犯罪案件79起，案值104.9亿元。

维护人民群众餐桌安全

　　为维护国家农业产业安全和人民群众餐桌安全，

海关总署加大对冻品、食糖、烟草等农产品走私的打

击力度，查获多起典型案件。

　　2020年10月20日，拱北、南宁、昆明、长沙、深圳、成

都、贵阳、广州、重庆等海关缉私局，同步开展打击边

贸渠道水果走私集中收网行动，打掉走私团伙25个，

案值1.6亿元。

　　2020年9月3日，黄埔海关缉私局在广州、深圳、合

肥、上海、杭州海关缉私局及东莞、合肥、上海、台州等

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打掉1个特大冻品走私团伙，抓

获犯罪嫌疑人10名，案值135.7亿元。

　　2020年全国海关缉私部门坚持“守重点、掏窝子、

打团伙”，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边境管控，共立案侦

办农产品走私犯罪案件1129起，案值451.2亿元，其中侦

办冻品走私犯罪案件395起，案值299.9亿元。

　　为积极配合国内疫情防控工作，全国海关全力开

展打击非法出口防疫物资工作。海关缉私、监管、卫

生、风险、商检等业务部门积极联动，狠抓防疫物资查

堵管控，全年行政立案2489起，案值16.8亿元，移交地

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43起。

　　此外，全国海关为严厉打击枪支弹药和毒品走

私，开展了“国门勇士2020”缉枪专项行动，全年立案

侦办武器弹药走私犯罪案件54起，缴获枪支113支；开

展“使命2020”缉毒专项行动，全年立案侦办毒品走私

犯罪案件610起、制毒物品走私犯罪案件8起，缴获各

类毒品928公斤、制毒物品105.3吨。

　　孙志杰说，今年，海关总署将继续组织开展“国门

利剑2021”联合专项行动，持续遏制走私势头。严厉打

击“洋垃圾”走私，加大对货运渠道伪瞒报、夹藏走私

打击力度，切实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严打象牙等

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强化国际执法合作，着力打

掉幕后跨国走私犯罪集团，确保象牙等贸易禁令有效

落地；严打成品油等重点涉税商品走私，持续深化对冻

品、食糖等农产品、“水客”走私专项打击，保障国家经济

安全发展；严厉打击涉枪涉毒走私，坚决打掉枪支毒品

走私犯罪链条，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全国海关遏制洋垃圾走私取得明显成效

去年立案侦办走私废物犯罪案件下降逾四成

　　本报讯 记者徐鹏 记者近日从青海省司

法厅获悉，2020年青海省司法厅充分发挥合法

性审查职能作用，认真履行审查职责，积极当好

参谋助手，努力为省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把好合法

关口。

　　据了解，青海省司法厅严格按照《青海省人民政

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实施意

见》要求，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的审查把关作用，及时

对涉及民生的重大决策组织专家集中审查，全年共对

《青海省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若干措施（送审稿）》

《青海省关于全力抓“六保”促“六稳”的若干举措（送审

稿）》等104件包含省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内的重大行

政决策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对每个文件都出具了《合法

性审查意见书》，提出审查意见330余条，省政府重大行

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率达100％。

　　本报讯 记者王斌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住建委获

悉，去年，北京各区住建房管部门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执

法部门统筹下，加大物业执法力度，全年共进行物业执法

检查15342项次，重点将物业管理信息公示执法检查作为提

升北京市物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对142家未按要求公示

相关信息的物业企业进行了立案处罚。市区住建部门将开展

不定期检查，对不按规定公示且拒不整改的企业依法严肃

查处。

以过硬执法能力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重庆大足锻造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铁军

执法先锋

青海司法厅对104件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

北京去年处罚142家未公示物业管理信息企业
  图为重庆

市大足区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

队员对环境违

法企业采取查

封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