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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既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司法环节发力，依法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本报今天刊发一组相关报道，多角度展现各级政法机关全链条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为群众讲好保护野生动物法治课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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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凡超

　　

　　“有人在农贸集市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鸟

类。”今年3月，一条来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志愿者

的举报信息引起了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森林警察

支队的重视。

　　“那个团伙又来了，一定要人赃并获！”民警迅

速赶往集市，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并当场查获红

胁绣眼鸟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循线深挖，一张在候鸟迁徙通道架起的黑色网

络浮出水面，一个非法猎捕、转运、储存、销售野生鸟

类的利益链条逐渐清晰。历时两个月，10名犯罪嫌疑

人逐次落网，公安机关查获解救野生鸟类776只，其

中一级保护动物1只、二级保护动物424只。

　　这起案件是全国公安机关全环节、全要素、全

链条严打破坏生物多样性犯罪的一个范例。去年1

月至今年4月，共有2.8万余起涉野生动物案件被成

功侦破，3.5万余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党委部署要

求，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破坏自

然保护地、非法狩猎、非法捕捞等相关犯罪活动，为

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近日，《法治日

报》记者采访多地公安机关，对这一进程中涌现出

的新思路、新举措进行了探访。

新角色

生态警长

　　杨华章是东营市公安局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

自然保护区分局三级警长，也是一名“生态警长”。

　　杨华章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477平

方公里的辖区进行远程视频巡查。这些年，他透过

指挥大厅13块屏幕和252个监控，看惯了黄河落日、

北雁南飞，也见证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治安

状况变得越来越好。

　　近年来，东营市公安局剑指生态领域突出违

法犯罪，研究出台《关于服务保障黄河三角洲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138公里沿黄生

态带、412公里滨海生态带、118处城市湿地上分别

明确182名民警担任“生态警长”，确定33项职责任

务，筑起了服务保障“湿水林田湖草”一体的生态

安全屏障。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说的就

是我们妙西。”43岁的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分

局妙西派出所副所长沈峰话语间掩饰不住自豪。作

为一名“生态警长”，多年来，他跑遍辖区山林的每

寸土地，熟悉辖区的山情、林情，也见证了生态环境

的可喜变化。

　　湖州市公安机关早在2014年4月就成立了食药

环专业警种，后围绕河道、林区等重点领域设立“生

态警长”1552名。在“生态警长”的全力护航下，更多

像妙西一样的“绿色奇迹”正在这里出现。

　　在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灵

武市，公安机关建立了“林长+生态警长”协作机

制，分别由市级公安机关、乡镇辖区派出所主要负

责人担任“生态警长”，并设立林长制公示牌公布其

电话，以一对一的模式合理高效对接责任区警长，

加强沟通对接，及时查处相关犯罪行为。

新战法

联勤联动

　　“各小组明确任务点位，出发！”3月1日，江苏省

江阴市禁捕退捕执法整治组各成员单位以“水上巡

查+岸上排查+市场检查”形式，兵分三路拉开了今

年长江江阴段岸线禁捕退捕联合执法的序幕。

　　作为执法整治组的关键力量，江阴市公安局主

要承担水域、岸线的巡守任务。线下，水警大队民警

驾驶巡逻艇，对36公里长江江阴段岸线开展拉网式

巡查。线上，综合指挥室加大对沿江重点水域的视

频巡查，做到全覆盖、无盲区，全时段、无缝隙。

　　“江阴公安自去年来已开展此类专项联合执法

37次，频次高、密度大，取得了实在战果。”江阴市公

安局水警大队负责人表示，去年以来，通过巡查执

法已相继查获非法捕捞、销售长江刀鲚案件10起，

非法捕捞违法犯罪空间得到有效压缩。

　　记者了解到，为彻底改变以往线索收集“坐、等、

靠”的被动局面，各地公安机关在加大破坏野生动植

物资源违法犯罪巡查力度的同时，有侧重地加大智

能化平台建设等技防投入，构建起各部门各警种优

势互补、齐抓共管的联勤联动良性格局。

　　整合内部资源，延伸外部触角——— 山东省济南

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打通数据壁垒，将发现的犯

罪线索第一时间下发至区县大队，为锁定嫌疑人身

份、固定证据、精准打击提供支撑。该支队与多家互

联网公司建立合作，将海量数据资源中的违法犯罪

信息转化为打击犯罪的“敲门砖”。

　　科技赋能，为打击犯罪安上“千里眼”“顺风

耳”——— 东营市公安机关在全市沿海陆续架设起集

远距通视、红外侦测、目标甄别等功能于一体的海

防监控系统，实现市海防监控中心、一线海岸派出

所和现场步巡民警三方同步调度。

　　将常态化巡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 甘肃省

西和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通过民警分片包抓的

方式，清除捕兽夹、网套等捕猎工具，严查盗猎案

件，对农家乐、饭店等场所进行突击式排查，杜绝野

生动物被端上餐桌。

新气象

全民共治

　　“小朋友，你们知道哪些鸟类是候鸟、哪些是留

鸟吗？”4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森林公安

大队的民警在大运河森林公园向小朋友们讲解鸟

类知识，并告诉他们如果发现受伤的鸟类可以拨打

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电话寻求帮助。

　　据该大队民警周琦介绍，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宣

传的不断深入，群众保护野生动物意识逐渐增强，

去年北京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共接收来自通州的

野生动物101只，其中绝大多数都由群众发现后主

动上报。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坚持严密管控、全民参

与，筑牢生物多样性社会保护体系，最大限度挤压

违法犯罪活动空间。

　　每个周末，浙江省德清县公安局莫干派出所林

区警长谢小良都会带领一支由18名志愿者组成的

青山护卫队开展徒步巡逻，守护山林。四合村村委

会工作人员说，往年还时常有人上山捕鸟猎兔，现

在有了巡逻队，野兔和鸟类逐渐多了起来，林区更

有生机了。

　　目前，“基层派出所—村（社区）”两级林区警长

管理体系已在德清落地生根，群众“吹哨”、警长“报

到”的模式已经成为林区工作常态。

　　今年以来，江阴市公安机关面向渔具经营门

市、水产市场、餐饮场所广泛宣传政策，全面营造良

好禁渔氛围。目前已有20多位渔民从“捕鱼人”化身

为“护鱼人”，尽己所能为长江保护作贡献。

　　飞鸟蹁跹，鱼翔浅底……野生动物生息繁荣之

处，都有藏蓝身影的全力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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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天娇

□ 本报通讯员 查 丹

　　

　　“被告人谌某某犯非法猎捕、出

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八个月，谌某某自愿赔偿野生动物

资源损失费人民币19960元。”5月27

日，安徽省广德市人民法院对一起

非法狩猎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案作出宣判，采纳了广德市

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全部量刑建议。

案后，一封检察建议很快发出，督促

相关管理部门引起重视，加大对农

贸市场、餐饮酒楼等地非法交易野

生动物行为的排查力度。

　　打击与预防两手抓，是宣城检

察机关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的

不懈坚持。《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

不只广德，整个宣城境内峻岭叠嶂，

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现有陆生

野生动物433种，有扬子鳄、梅花鹿、

穿山甲等7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猕猴、短尾猴、金猫等37种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因此，如何发挥

检察力量保护野生动物，也成为宣

城检察机关的重要课题。

　　对此，宣城检察机关立足检察

职能，持续加强办案力度，严惩各类

非法捕捞水产品以及非法猎捕、收

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等行

为，全链条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犯罪，采取“刑事+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方式，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及时

对违法犯罪行为人提起公益诉讼，

并积极延伸野生动物保护范围，对

妨害野生动物繁衍的行为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在谌某某非法猎捕、出售陆生野生动物案件中，其伙

同他人在两年内共猎获华南兔、野猪、小麂等野生动物58

只，还将分得的部分野生动物出售给他人食用。谌某某非法

猎捕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造成野生动物资源量下降，影响

了生物多样性，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我们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参与该案办

理的宣城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副主任胡磊告诉记者，

综合谌某某认罪悔罪等表现，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均被

法院采纳，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经法院调解达成协议。

　　案件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检察机关的重视：开餐馆的李

某某明知谌某某销售的野生动物没有合法来源，仍向其购

买野山羊和野兔，并将部分制成食品进行销售，部分自己

食用。

　　“李某某购买无合法来源的野生动物并制成食品的行

为，不仅会刺激他人对野生动物的猎杀，还会增加各类疫病

传播的风险，亟须加强监管。”胡磊说。

　　为避免此类违法犯罪发生，广德市检察院制发检察建

议，督促相关管理部门依法对李某某非法使用野生动物制

售食品的行为作出处理，并加强对辖区内农贸市场、餐饮酒

楼等地的排查，严格禁止非法交易野生动物行为，加大对相

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切实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结合工作实际，我们还在宁国市青龙湾管委会设立生

态环境保护检察官办公室，在扬子鳄保护区设立‘护鳄检察

室’，通过开展联合执法、生态大巡护、普法宣传等，精准高效

助力生态环境保护。”宣城市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高军说，

该院在工作中就发现部分种植企业以挂网方式防止鸟类啄

食果实，存在误伤保护动物的法律风险，并及时向主管部门

发出检察建议，既改善了生态环境，也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

　　为保护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安徽省检察机关一直

在行动，多次开展野生动物保护专项行动，坚持上下一体的

办案模式，办理了一批捕杀数量大、涉案金额高的野生动物

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还注重开展公开听

证，提出科学合理修复诉求，探索农村拉网式普法。

　　2020年1月至今年5月，安徽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

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643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105

件，起诉355件。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还与地方检察机

关创新开展“爱鸟周”公益直播普法宣传，重回办案现场以

案释法，收获大量网友点赞。

　　“一些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是跨区域的，

我们会发挥跨行政区划管辖机制作用，指导多地会签协作机

制，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地区合作，深化检察协作监督。”安徽省

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赵杰说，同时，注重推进“河长+检察

长”“林长+检察长”联动工作机制，实现行政执法、刑事司

法、检察监督高效衔接，形成更加有力的河湖林生态环境与

自然资源保护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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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孙立昊洋 通讯员刘辉 6月2日，

由西安铁路运输法院联合陕西省林业科学院、西安铁

路运输检察院、陕西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第一分局、秦

岭大熊猫研究中心（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救护基地）共

同建立的“秦岭珍稀野生动物司法保护基地”签约暨揭

牌仪式在秦岭四宝科学公园举行。

　　据了解，以“保护秦岭珍稀野生动物 当好秦岭生

态司法卫士”为主题的基地筹建，是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作为全国跨区划集中管辖西安市和西咸新区行政及环

境资源案件、公益诉讼案件改革试点单位，秉持生态环

境保护“恢复性”“替代性”修复理念，不断深化“行政执

法+检察监督+司法审判”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模式的一

次有益探索。

秦岭珍稀野生动物司法保护基地揭牌

藏蓝身影全力守护野生动物
公安机关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吕森

　　

　　5月31日，在浙江新

昌县人民法院环境资源

钦寸水库巡回审判站

内，随着一声清脆的法

槌敲击，法院开庭审理

了一起涉嫌非法猎捕野

生动物的案件。

　　2020年1月至2022年

2月15日，被告人梁某

某、谢某某、俞某某、陈

某某多次采用照明头灯

照射、手持红外仪照射、

弹弓射击等方式，在澄

潭街道某小区附近山

上、镜岭镇某自然村等

地非法猎捕乌鸫、珠颈

斑鸠、灰背鸫、白头鹎等

鸟类，共计57只。公诉机

关认为，四名被告人违

反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以食用为目的，

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

物，情节严重，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目前，该案尚在进一步

审理中，将择期宣判。

　　休庭后，审判长就

保护野生生物资源重要

性、野生生物保护的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益诉

讼相关规定向现场人员

和“共享法庭”旁听人员

进行普法教育。旁听人

员纷纷表示，希望法院

能够利用“共享法庭”开

展更多普法活动，不断

增强大家的法治意识。

　　“我们把庭审开到

基层，让广大群众零距

离接触庭审，亲身感受

案件审理过程，真正做

到以案释法。”新昌法

院相关负责人说，“我

们意在发挥庭审的普

法宣传教育功能，在群

众心中播下法治理念

的‘种子’。”

　　今年以来，新昌法院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作用，不断完善环资审判体制机制。

在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方面，新昌法院

协同新昌人民检察院在天姥山省级森林

公园设立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基地，并

以该司法保护基地设立为契机，进一步

完善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机制，培

育生态保护特色亮点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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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杜洋

　　“捕杀、买卖野生动物后果严重，必须放弃‘舌尖上

的疯狂’，拒食野味。”3月3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湖南

省常德市石门县司法局当天发放3000余份宣传资料，向

当地群众普及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知识。

　　同日，重庆市江津区司法局与市珍稀特有鱼类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在龙华镇开展野生动物保

护法治科普及宣传活动。宣传车播放保护视频，相关

工作人员宣讲了禁捕禁钓和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

律规定，并发放宣传资料。

　　连日来，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不断深入推进保护

野生动物资源普法宣传活动。

　　“2020年1月初，被告人高某通过微信聊天、支付

宝转账方式，从湖南某科技有限公司以750元的价格

购买苏卡达陆龟1只……”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司法

局于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发布典型案例，并

向群众普及非法购买珍贵动物的相关法律法规。

　　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司法局近日联合县林业局

到省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实地考察，与相

关工作人员合作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

　　“野生动物是珍贵的自然资源，市司法局创新普

法形式，以案释法，以法化人，取得了良好效果。”江

苏省溧阳市司法局局长孙斌介绍道。

　　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法律意识，助力构

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多地开展专题普法构建美丽家园

为群众讲好野生动物保护法治课

　　图① 6月2日，新疆博州边境管理支队夏尔布河边境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在务农时发现一只“大鸟”。民警

初步判定其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鹰隼，并于当日下午将其移送至动物保护中心进行全面救治。图为民警在为“大

鸟”做初步“体检”。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吕志恒 摄

　　图② 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芒允边境派出所民警近日开展治安巡逻时，发现一只受伤的二级保护动物蛇

雕。随后，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精心照料，后将其移交给相关部门收养救治。图为民警正在对蛇雕伤口进行消

毒。　　                           本报记者 石飞 本报通讯员 肖林 摄

　　图③ 6月2日，一名热心群众将一只毛茸茸的黑色“小鸟”送到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崇左边境管理支队

叫堪边境检查站执勤点，民警初步判断认为该鸟疑似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面水鸡。图为民警将“小鸟”捧在手

心。　　                                         本报记者 马艳 本报通讯员 潘胤达 黄盛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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