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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宜爽

□ 本报记者 张昊

　　

　　近年来，执法司法部门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依法

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领域违法犯罪，组织开展严厉打

击危险废物污染环境违法犯罪等一系列专项行动。

　　为持续保持打击环境违法犯罪高压态势，巩固专项

行动成果，5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生态环

境部发布7件依法严惩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生态环

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有关负责人就典型案例和相关工作

开展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此次联合发布典型案例出于哪些考虑？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此次最高检联合公安部、

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7件依法严惩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犯

罪典型案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考虑：

　　三部门已连续多年共同开展打击危险废物污染环境

违法犯罪等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相关环境违

法犯罪高发势头有所遏制。此次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中，

执法司法机关携手、依法严厉打击非法排放、倾倒、收集、

储存、转移、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和重点排污单位污染物

排放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彰显

了以雷霆之势依法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效。

　　环境违法犯罪刑事案件办案过程中，普遍会遇到专

业性强、线索发现难、证据易灭失、争议问题多、跨区域协

作有待提升等问题。三部门共同选编典型案例，以加强对

此类案件办理的指导。

　　本次发布的案例均开展了环境修复工作，而且大多

关注到个案背后的行业问题，既抓末端、治已病，更抓前

端、治未病，还注重释法说理，对于增强群众法治意识、预

防违法犯罪具有警示教育作用。

　　记者：从发布的典型案例看，当前公安机关打击污染

环境犯罪有哪些特点？

　　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负责人：公安部自2019

年起，连续5年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昆仑”专项行动，

将污染环境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公安部会同生态环境部、

最高检连续4年组织开展联合专项行动，有效保护了全国

生态环境安全。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也体现了公安机关

的一些做法和特点。

　　聚焦重点行业进行打击整治，公安机关对化工化学、

机械加工生产、废品回收利用等排污产废重点行业以及

非法“黑窝点”、不法加工企业等加大打击力度，组织侦破

天津武清李某文、山东青州刘某刚等人污染环境案等一

批案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转型。

　　聚焦重点地区进行打击整治，公安机关针对长江经

济带、黄河流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等重点区域

发生的突出环境犯罪，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组织侦破

北京密云夏某江、上海青浦谢某华等人污染环境案等一

批案件，为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

　　聚焦重点对象进行打击整治，公安机关针对不同案

件特点，突出主犯和组织人员，坚持深挖彻查，力争“全环

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犯罪。浙江台州蔡某喜等人污染

环境案，以非法收集、处置铝灰的中介人员为突破口，围

绕上游产废源头、中间转移运输、末端倾倒填埋等全环节

开展侦查，共抓获49名涉案人员，实现从产废、中介、储

存、运输、处置等全链条打击。

　　目前，不法分子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复杂。公安机关聚

焦重点行为进行打击整治，突出加大对跨行政区非法排

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逃避监管非法排放、倾倒、处置

危险废物等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组织侦破江西南昌戴

某兵、重庆江津邬某渐等人污染环境案等一批案件，会同

有关部门督促涉案企业进一步完善制度，规范危险废物

管理，发挥了以打促防、以打促治作用。

　　记者：近年来，检察机关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和公安机关依法惩治破坏环境犯罪的措施和

成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针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违法犯罪存在的范围广、发现难、治理

慢等问题，从2020年开始，检察机关重点惩治非法收集、利用、处置废矿物油和跨行政区域非法

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等环境违法犯罪行为。2021年将重点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数

据弄虚作假纳入打击范围，2022年又将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纳入专项行动。

　　检察机关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对涉化学品、医药品制造，工业集

中和生态脆弱区域以及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危险废物处置行为，废矿物油污染环境及跨行

政区域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和涉水、气重点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进行重点打击。

　　最高检会同生态环境部、公安部作出统一部署，要求全面摸排，及时发现违法犯罪线索，

对重点案件开展专案盯办。最高检对21件需要上级机关统筹协调的跨区域重大疑难案件挂

牌督办，紧盯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重点难点，破解专项行动难题。

　　各级检察机关围绕办案中的难点焦点和堵点问题，结合司法实践和工作实际，建立推进

专项行动的相关制度和机制；围绕危险废物污染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的特点，进一步深化检察

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协作，不断完善“两法衔接”机制，推动专项行动向纵深发展；注

意发现行政执法部门在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向环境保护等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

整改落实，参与社会综合治理。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继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意见》，紧密结合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

职能，继续开展专项行动，并联合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完善一体化联动执法司法

模式，做实做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集团化、专业化、

链条化的重大案件的指导力度，加强会商和协调，共同破解生态环境领域执法司法难题，实

现对污染环境犯罪“全方位打击、全链条发力、全过程监督”。

　　记者：请介绍一下生态环境部门开展专项行动的情况？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负责人：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注重日常

“联席”、深化专案联动，对重点难点案件开展联合督办，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工作机制，检察机关严把法律适用关，公安机关高效缜密开展刑事侦查，生态环境部门提供

专业支持，一体化运作，共同破案攻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的查办力度、效率显

著提升。

　　生态环境部门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破解线索发现难题。强化信息化手段，依靠“互联网+

大数据”精准发现问题线索；坚持深挖扩线、上溯源头、下查去向，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

击犯罪；开展“集团化作战”，整合优势力量针对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攻坚；积极争取各方支持，

凝聚执法合力，综合施策破解发现线索难题。

　　本报北京5月29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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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通讯员谢莉欢 近年来，河北

省易县人民法院多措并举，以实际行动助力

企业健康稳步发展，全力打造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诉讼服务

中心设立涉企诉讼服务“绿色窗口”，大力推

进网上立案，制定涉企纠纷“一次办好”立案

材料清单，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实现

涉企申请立案“最多跑一次、最好不用跑”。

成立“涉企纠纷矛调中心”，对涉企案件进行

多元化解。加大涉企纠纷速裁程序、小额诉

讼程序适用力度。2022年度，该院适用小额

诉讼程序办理涉企案件330件。与此同时，该

院积极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建立法院领

导分包企业和调研走访涉诉企业机制，为企

业提供精准法律服务。2022年度累计走访企

业9家，接受企业法律咨询220余次。

河北易县法院多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迎“六一”·守护未成年人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17岁的你应在学校发奋学习，汲取知

识，但却因贪图一时之利，遇事又未及时

与父母沟通而走上犯罪的道路。未来的

路很长，希望你能走好今后人生的每一

步……”前不久，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人

民法院对一起诈骗案进行宣判。这段附

在判决书后的“法官寄语”，令两名未成

年被告人声泪俱下。

　　“按照以往惯例，判决书制作完成即可

画上句号，但我们想通过‘法官寄语’的方

式，在庄严的法律文书中融入人文关怀，给

未成年被告人警醒的同时，也能带给他们

人生的引导。”办案法官汪晶说。

　　一纸判决从来不是案件的终点。近年

来，安徽各级法院持续加强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把未成年人审判、少年法庭建设工作

列入全省法院工作要点、司法改革要点和

刑事审判工作要点，并按照安徽省委统一

部署，立足法院职能扎实开展预防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就案件审判、职能延

伸、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各

地法院有力推进，取得积极成效。

　　“目前，全省126家法院实现少年法

庭审判机制全覆盖，有73家少年法庭实

现对未成年被告人、未成年被害人的‘双

向保护’，42家少年法庭实现对涉未成年

人刑事、民事、行政权益的‘全面保护’。”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张兵介绍说。

　　2022年，全省法院共审结涉未成年人

案件10560件。在办案过程中，法院加强未

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对杀害、伤害、性侵、

拐卖、虐待等各类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的犯罪行为依法严惩，该判处重刑乃至死

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同时对未成年被告人

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在讯问、审判

未成年被告人时，充分保障其诉讼权利，

全年审理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案件305

件445人。对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刑

事被告人，实现指定辩护全覆盖，全年审

理指定辩护案件652件879人。针对未成年

被告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监护教

育、性格特点等，自行或委托开展社会调

查，将调查报告作为定罪量刑、法庭教育和

判后矫治的重要参考，全年依法开展社会

调查419件872人。

　　张兵说，安徽法院注重通过庭审教育、

“法官寄语”等形式，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

教育感化，并将未成年人审判与家庭教育

相结合，积极参与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去年

共办理涉及家庭教育指导案件122件，依法

向146名家长制发家庭教育令。对391人开

展回访帮教，积极延伸审判职能。

　　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先行先试，

建立了“马大嫂志愿服务队马城法庭志

愿服务站”，邀请爱心妈妈加入“马大嫂”

巾帼志愿者行列，坚持修复优先、调解优

先原则，共同开展未成年人家事案件调

解和判后帮扶工作。经过法官说法和“大

嫂”说情，很多案件不仅得到化解，亲情

也得到了修复。

　　为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来

自全省三级法院的143名工作人员，组成了

“安徽法院少年法庭百人法治宣讲团”，聚

焦拐卖、性侵、校园欺凌等问题，精选典

型案例以案释法。全省法院831人受聘担

任法治副校长，覆盖985所学校，有针对性

地讲授法律知识，切实增强未成年人自我

保护意识和能力。

　　“下一步，全省法院将强化责任担当，

细化工作举措，全面落实对未成年人的特

殊、优先、双向、全面保护，加强少年法庭实

质化运行，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积极参

与未成年人保护议事协调机构各项工作，

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六大保护’相

互融合、协同发展。”张兵说。

安徽法院发挥审判职能延伸工作触角

“法官寄语”温情感化未成年被告人
 　本报广州5月29日电

记者章宁旦 今天，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

例。案例涉及严惩危害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

对未成年被害人判后帮

扶，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受

抚养权、探望权，以及以家

庭教育令敦促履行家庭教

育责任、发出人身安全保

护令向家暴说“不”等内

容，集中体现了广东法院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

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

有力司法保护的鲜明立场

和坚定决心。

　　案例涵盖刑事、民事、

行政3个领域，彰显了广东

法院有力惩处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教育挽救失足未

成年人，强化涉案未成年

人的心理疏导、司法救助、

帮扶帮教等审判延伸工作

的司法理念。张某某、周某

某等拐卖儿童案中，张某

某、周某某等以入户暴力

抢夺婴儿、欺骗引诱等方

式拐卖儿童多人，法院以

拐卖儿童罪判处张某某、

周某某死刑，彰显了人民

法院严惩侵害未成年人权

益犯罪绝不手软，依法保

护未成年人权益毫不松懈

的鲜明态度。周某与瞿某

甲探望权纠纷案中，人民

法院坚持以未成年人利益

最大化为原则，综合考虑

未成年子女的年龄、鉴别

能力和意愿，合理适用行

为保全制度发出《协助探

望令》，以视频“云探望”方式破解诉讼期间

探望权空白期困境，为探望权的实现及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谢

某甲与许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中，以家

庭教育令敦促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人

民法院积极延伸司法职能，将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融入家事案件审理中，敦促监护人

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为未成年人的健

康成长营造安定和谐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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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鞍山5月29日电 记者韩宇 通

讯员姚晓滨 辽宁省鞍山市人民检察院今

天举行“检爱同行，共护花开”检察开放日

活动，邀请全国、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和师生代表走进检

察机关，参观12309服务大厅，听取各位代

表委员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为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献计献策。

　　鞍山市检察院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通过法治教育促推“六大保护”

协调发力。两级检察机关结合工作实际，

不断探索新路径、新举措，及时干预、严

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通

过法治宣传、案件倒查、制发检察建议等

方式，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综合司法

保护，及时有效惩治侵害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有效推动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

制度落地落实，全面加强对未成年人的

司法保护。

　　鞍山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周敬东说，鞍

山市检察机关将以更加务实高效的司法举

措，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在全市形

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共同为未成年人的

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

鞍山检察举行检爱同行开放日活动

  图① 近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

法院联合检察、公安在县宣化实验

小学设立家庭教育指导站，并开展

“订单式”普法活动。活动中，工作人

员结合具体案例，围绕什么是校园

霸凌、遇到不法侵害怎么办等问题

普法释法，为7000多名学生开展专

题讲座。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罗莎莎  

本报通讯员 董蒙 祖恩燕 摄  

  图② 近日，新疆出入境边防检

查总站乌拉斯台边检站、昌吉边境

管理支队邀请驻地北塔山边境牧场

小学学生，来到界碑前、走进警营

中，通过描红界碑、学习边境管理知

识、画出梦想等方式共同开展“爱国

教育 画出梦想”迎接“六一”国际儿

童节活动。图为民警和孩子们一起

描红界碑。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周游 摄  

  图③ 连日来，河南省荥阳市人

民检察院干警走进辖区小学，开展

“检爱同行，共护花开”检察开放日

系列活动。图为5月29日，干警为孩

子们讲法治故事。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本报通讯员 王统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讯 记者张雪泓 北京互联网法

院近日向社会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

白皮书。白皮书显示，自2019年以来，该院涉

未案件受理数量逐年增长，纠纷主要因充值

打赏、网络购物、网络言论等引发，而结案方

式多以调解、撤诉为主，调撤比例达91.4%。

　　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赵瑞

罡介绍，近一年来，该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

民事纠纷143件，全部案件均由少年法庭集

中审理。自2019年以来，涉未案件受案数量

逐年增长，案由主要集中在网络服务合同纠

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

纠纷。涉未成年人纠纷主要因充值打赏、网

络购物、网络言论等引发，其中，充值打赏案

件的平均标的额远高于其他类型案件，游戏

充值案件为256 2 2 . 6元，直播打赏案件为

62877.7元，案件标的额10万元以上的案件为

4件，占比接近该类案件的10%，反映出未成

年人网络消费仍集中于休闲娱乐，尤其是直

播打赏。

　　“我们在案件审理中发现，网络服务提

供者涉诉频繁，调解意愿较强。”赵瑞罡介

绍，涉平台案件总数为96件，包括短视频、直

播、游戏、购物、社交等平台，除了大型网络

游戏平台，休闲益智类小游戏平台也成为未

成年人游戏充值的重要对象，其最高充值额

达40多万元，案件数达9件。此类纠纷发生

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多积极与未成年人调解

协商，调解率高达74%。

　　白皮书显示，涉未成年人人格权侵权现

象持续滋长。当未成年人作为被侵权人时，对

其人格权的侵害主要以名誉权侵权为主，附

带涉及肖像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等。例

如，有的当事人因足球比赛引发争议，发布包

含未成年人肖像的视频并配以“人品不好”等

贬损性语言。当未成年人作为侵权人时，案件

纠纷有的由线下校园矛盾引发，进而在网络

上辱骂诋毁同龄人，情节严重的存在逐渐演

化为网络欺凌的不良趋势。有的由网络社交

矛盾引发，加之“饭圈文化”“网络玩梗”等因素

的影响，最终导致侵权行为的产生。

　　“案件反映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多方

面问题。”赵瑞罡介绍，未成年人科学、文明、

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意识和能力不足、网

络素养有待提升，相关主体对未成年人使用

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不到位，网络服务提

供者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仍需完善，全社会

保护未成年人的意识仍待加强，是导致此类

问题的主要原因。对此，北京互联网法院通

过打造“首互未来”未成年人保护品牌，发挥

延伸保护作用，积极提升未成年人及家长网

络素养，发挥司法建议作用，促进平台加强

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建设，强化教育宣传，凝

聚全社会保护未成年人共识。

　　白皮书还发布了多起涉未成年人纠纷典

型案例，涉及成年人因感情纠纷对未成年人

实施网络暴力、医疗机构及人员未经同意在

短视频平台公开发布未成年人就医视频、拍

摄邻里纠纷视频未遮挡未成年人肖像等

情形。

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