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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昊

　　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也是全国海洋

宣传日。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法治

护航 助力海洋强国建设”新闻发布会。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检、中国海警局有关部门

负责人就依法严惩涉海砂违法犯罪，加强

全链条打击、一体化防治等工作开展情况

回答了记者提问。

　　《法治日报》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近

年来，涉海砂违法犯罪活动日益突出，严重威

胁海洋生态环境安全、增加建筑工程领域安

全隐患、影响海上通航安全、易于滋生黑恶势

力，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面对打击违法犯

罪的新形势，三部门加强协作配合，坚决斩断

伸向海洋的“采砂黑手”，用最严格制度、最严

密法治筑牢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海砂资源安

全屏障。

　　记者：人民法院近年来在依法惩治涉海

砂违法犯罪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下一步有哪

些工作考虑？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李

相波：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

惩治涉海砂违法犯罪。在依法审理涉海砂刑

事案件方面，2018年至2022年，人民法院共依

法审结涉海砂刑事案件近800件，判处罪犯

1700余人；针对涉海砂刑事案件特点，加大罚

金刑适用力度，对判决有罪的被告人绝大多

数都依法并处或者单处了罚金，判处罚金数

额总计近两亿元。

　　2016年，最高法会同最高检制定发布了

《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对盗采海砂行

为适用非法采矿罪，加大了对海砂资源的刑

事司法保护力度。2022年，最高法又发布了

《关于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依法

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意见》，要求各级人

民法院依法严格审理各类涉海砂刑事案件，

进一步健全完善了依法惩处盗采海砂犯罪的

法律适用标准。

　　涉海砂刑事案件办理中的很多具体问

题，如涉案海砂价值认定、主观故意认定等，

都需要法、检、警相互配合、协同推进、形成合

力，人民法院注重在办案中形成依法惩治工

作合力。同时，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并依法延伸

审判职能，积极参与涉海砂违法犯罪综合治

理，加强与检察机关、海警机构协作配合，努

力推动构建案件信息互通共享渠道，建立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有机衔接机制，共同

研究破解涉海砂执法司法难题，形成了为海

洋生态环境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工作

合力。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坚持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继续依法加大对涉海砂违法

犯罪的惩治力度，坚决维护好海洋生态环

境安全、建筑工程安全、海上通航安全和国

家能源安全。特别是对盗采海砂行为引发

的重大、敏感非法采矿犯罪、重大责任事故

犯罪等，坚决依法予以严惩，彻底斩断犯罪

链条、铲除黑灰产业。同时，人民法院还将

坚持完善规则、织密刑事法网，坚持标本兼

治、促进源头治理。

　　记者：近年来，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涉海

砂违法犯罪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成效

如何？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

高景峰：全国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行“四大

检察”职能，做到以“检察蓝”守护“海洋

蓝”，在依法严厉打击涉海砂犯罪活动的同

时，加大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力度。2019年2

月，最高检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守护海

洋”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2022年，

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非法开采矿产资

源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731件，其中非法采

砂案件1236件，进一步提升了公益保护质

效，充分发挥和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在矿产

资源保护领域的独特效能。

　　近年来，最高检联合相关部门研究制发

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加大办案指

导力度。由于海上犯罪的特殊性，如海上犯罪

现场易破坏、证据易毁弃等，导致一线办案部

门在办理涉海砂刑事案件时面临法律适用标

准不统一、取证难度大、打击效果欠佳等现实

难题，亟须有针对性加以解决。最高法、最高

检、中国海警局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此次发布的依法打

击涉海砂违法犯罪座谈会纪要。此外，最高

检、中国海警局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健全

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指导意

见，及时总结提升有益经验，科学务实规范既

有机制。

　　记者：中国海警局联合最高检、公安部部

署开展了打击整治盗采海砂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请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中国海警局执法部副部长刘德军：近年

来，中国海警局针对盗采海砂等破坏海洋生

态环境突出问题，密切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

采取坚决有力措施，严密组织海上管控，依法

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推动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非法采运海砂违法犯罪组织性、隐蔽性

特征比较明显，中国海警局坚持情报导侦，加

强专案攻坚，以“清源头、打团伙、摧网络”为

目标，深挖上游，彻查下游，综合运用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手段，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2019年以来，中国海警局共查获涉砂案件2300

余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300余人，行政处罚

900余人，查扣海砂1200万余吨。

　　打击整治盗采海砂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聚

焦重点海域、重要目标、关键场所，全时段管

控、全区域覆盖、全链条打击，重点突出五项

任务：加强海陆日常巡查监管，强化重点对象

和环节排查，严厉打击盗采海砂犯罪行为，推

动涉砂船舶综合整治，严密海砂开采和疏浚

项目监管。

　　下一步，中国海警局将密切与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等协作配合，坚持信息共享，强化行

刑衔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行动取得实实在

在的效果。

　　本报北京6月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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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党委政法委系统“新时代政法楷模”

□ 本报记者 鲍静 孙立昊洋

　　近年来，陕西省延安市委政法委大力

弘扬延安精神，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

调、督办落实、服务保障作用，全力以赴防

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奋力推动政

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弘扬和传承延安时期政法工

作形成的一系列好传统、好做法，延安市委

政法委会同市级政法单位加强陕甘宁边区

法治文化研究，深入挖掘陕甘宁边区高等

法院、边保处等光荣历史，深入开展“马锡

五式人民法院”“张思德式好民警”系列创

建活动，教育引导广大政法干警牢记党的

根本宗旨、赓续红色血脉，把屁股端端地坐

在老百姓这一面，培育出一批先进典型。

　　树牢“延安无小事”底线思维，坚持把

维护政治安全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时刻瞪大眼睛”的警

惕性，建立市委政法委员会委员包抓县区

机制，定期深入重点部位，实地排查化解风

险隐患。

　　延安市委政法委创新开展新时代

“十个没有”平安建设，抽调机关骨干力

量加强调查研究，从延安时期“十个没

有”的社会治理成功经验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以“努力重现延安时期‘十个没有’

良好社会风气”为目标，在宝塔区试点基

础上，制定全市新时代“十个没有”平安

建设标准体系，深入开展“深化平安建

设，实现十个没有”系列创建活动，平安

校园、医院、酒店等行业领域新时代“十

个没有”平安创建实现全域覆盖。陕西省

新时代“十个没有”平安建设现场会在延

安召开，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并入选全

国创新社会治理优秀案例。

　　为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延安市委政法委深入总结基层“群众说事

制”“三官一律”进社区等基层经验做法，在

全市全面推行“两说一联”（群众说事、法官

说法、干部包联）机制，用拉家常、讲政策、

讲道理的“群众说事”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将政法干警和农业农村、市场监管、自然资

源等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吸纳为说法

“法官”。“法官说法”先后四次被写入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并在全国推广，“两说

一联”机制被评为全国城乡社会治理典型

案例。

　　此外，建立统一标准的“全科网格”管

理体系，推行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精

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多元化参与的

“一领四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探索形

成安塞“一岗七责”“三线服务”、延川“菜

单式”矛盾调处化解、黄龙“五级联动”等

基层创新经验做法，有效提高基层社会治

理能力和水平，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

　　延安市委政法委坚持稳字当头，以政

治安全为大、以社会安定为重、以人民安宁

为本，坚持把执法司法与保障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引领社会公序良俗

有机结合起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

平正义。

　　健全完善委务会、政法委员会会议

等制度，夯实包案领导和明确化解时限，

呈现信访总量大幅下降、信访秩序全面

好转的良好态势。通过走基层、召开征求

意见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听取群众呼声

期盼，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各级政法机关

出台便民利民措施805条。健全完善市县

乡三级综治中心实体化、实战化运行机

制，采取长期入住、阶段入住、随时入住

的方式，建立“中心吹哨、部门报到”的解

决群众需求诉求机制，让群众有事“跑一

次”、有气“跑一地”。

陕西省延安市委政法委：

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勇做新时代忠诚卫士

□ 本报记者 张晨 赵志锋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整合社会治

理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工作平

台，是深化平安建设的重要支撑。近年来，

甘肃省临泽县突出“实体、实战、实用、实

效”要求，打造集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社会

心理健康服务指导中心、智能化社会治理

中心为一体的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

心，积极探索具有临泽特色、市域特点、

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平安建设

取得一定成效。自2005年以来，连续四届

16年获全国平安建设表彰奖励，2021年被

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第二次捧得

“长安杯”。

　　临泽县始终把县、镇、村（社区）三级

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作为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临泽的奠基工程，坚

持以“六有八化”为目标，协调组织、编

制、财政等部门定编制、定职能、定岗位，

推动县镇村（社区）综治中心100%实现规

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与此同时，构建

“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便民服务”

工作体系，通过“定人、定格、定责”，建立

以党建为核心的“一核多元”全要素网格

168个，配备专兼职网格员840名，拓展网

格功能，细化网格职责，推动力量下沉、

资源下沉、服务下沉。

　　临泽县综治中心坚持关口前移，以

小切口撬动工作理念大转变，探索建立

临泽县民生信息收集研判和预警处置工

作机制，主动感知民生信息，主动发现、

交办、转办问题，推动民生问题办理诉求

渠道更畅达、回应问题更直接、解决困难

更彻底，使基层综治中心真正成为社会

治理、维护稳定的实战平台，全县形成社

会治理“一张网”调度、矛盾纠纷“一站

式”化解、群众诉求“一条龙”服务的工作

格局 ，推动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

联创。

　　实现矛盾纠纷处理得早、化解得了，是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为

做好人民调解工作，临泽县不断创新发展

“枫桥经验”，建立健全“中心吹哨、部门报

到”工作体系，创新推出“强化党建引领、加

强前中后三端管理、推行五员五步五级调

解考评”的“一核三端五调”闭环管理模式，

落实“四分流一中心”及三调联动、司法确

认、个案补贴等制度，广泛推广“七法四必

访”、民主说事会等调解方式，整合社会

治理资源、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建立“五纵

十横”大调解工作体系，评选挂牌党员中

心户877个、综治（法治）中心户4776户，选

聘人民调解员1074名、便民服务代办员76

名，促使矛盾纠纷调成率保持在99%以上，

70%以上民商事案件实现诉前调解结案，

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不

出县”。

　　为筑牢平安建设“桥头堡”，临泽县

综治中心抢抓全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试点县机遇，坚持“全面推进，重点突

破”原则，建成县社会心理健康服务指导

中心，组建以“四支队伍”为支撑的多元

化社会心理服务团队，健全以“八项机

制”为内容的全程化社会心理服务工作

机制，根据服务对象不同需求及心理健

康状况，在各个辖区开展心理服务和心

理疏导，同时，一大批心理服务志愿者积

极参与到社会心理服务活动中，全方位

开展心理咨询、心理调节疏导、心理危机

干预，构建起社会心理健康全程服务链，

筑牢预防社会风险和违法犯罪的“社会

心理防线”，全面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

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心理咨询，这

个听上去有些“高大上”的事儿，如今在

临泽县变得很“接地气”。

　　在此基础上，持续深化“平安细胞工

程”“平安五小工程”创建活动，每年命名

表彰奖励优秀“综治（法治）中心户”100

户，探索推行“一村一警一员一顾问”机

制，开展“敬比赛夸、评花赛花”“晒被子·

比孝心”等精神文明创评活动，采取“互

联网+”模式深入开展平安建设宣传活

动，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参与平

安建设的浓厚氛围，真正做到积小安为

大安，全县平安单位、平安村（社区）、平

安医院、平安校园创建率分别达97 . 6%、

97.4%、91.7%、100%。

甘肃省临泽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着力打造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本报讯 记者杨傲多 通讯员刘剑

波 近年来，四川省万源市人民法院主动

服务茶旅产业融合发展，取得良好效果。

选派资深法官担任环资庭庭长，抽调刑

事、民事、行政审判法官组成专门合议庭，

加快推动环资审判专门化进程；树立“法

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开设涉茶企

诉讼“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全程指导办

理，给予优先立案。

  2020年以来，万源市法院依法妥善审

结环境资源类案件39件，判决赔偿生态修

复费用1.7万元，增殖放流鱼苗34万余尾；

开展茶事纠纷排查10余次，提供法律服务

20余次；审结涉营商环境案件2765件，执

结 涉 茶 企 案 件 1 5 件 ，执 行 到 位 金 额 6 0

万元。

万源法院以法赋能助力产业发展

  图① 6月8日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公

安局在该县第一中学、第二中学考点外设置高考反

诈宣传点，民警向各位考生及家长面对面宣传相关

反诈知识，谨防涉及高考及录取的各种诈骗手段。

  图为民警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安全防范

意识。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窦明媛 摄  

  图② 6月7日，全国高考拉开帷幕。山东省济南

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出台多项举措护航高考，组织民

辅警到各个考点执勤巡逻，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图为民警在山东省实验中学考点维护秩序，为

考生和家长提供服务。

本报通讯员 郝鑫城 摄  

  图③ 为给938名高考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英语

听力考试环境，6月8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

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干警来到省前黄高级中学考

点进行检察监督，现场详细了解考点服务保障情况，

并会同区生态环境工作人员借助仪器检测噪声分

贝，协力守护考生耳边的清净。

  图为检察干警与生态环境工作人员检测噪声

分贝。

本报记者 罗莎莎  

本报通讯员 高瑜越 摄  

  图④ 6月8日，安徽省含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

警借助高考开考后，考生家长聚集等候的有利时机，

结合辖区道路交通特点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提

醒广大群众遵规守法、文明出行。

  图为民警为考生家长宣讲交通安全知识。

本报通讯员 冯善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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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王俊峰

　　6月3日，天一放

晴，河南省淮滨县人

民法院马集法庭就

有几户农民把收割

的小麦拉到院内晾

晒 ，干 警 们 边 打 下

手 ，边 给 村 民 倒 水

喝。村民老王拿出毛

巾擦了擦脸说：“没

想到今年遇到多年

没见到‘烂场雨’天

气，看到麦子困在阴

雨里，大伙儿心急如

焚。能在法庭大院里

晾晒，真是解了燃眉

之急。”

　 　 自 5 月 下 旬 以

来，淮滨县出现连续

降雨天气，雨一停，

农民就在当地政府

指导下进行抢收。淮

滨县法院要求离群

众最近的人民法庭

全部把大院向农民

开放，就近为农民提

供晾晒空间，同时提

供好生活保障。

　　“为打好‘雨中

夺粮’这场硬仗，我

们主动延伸服务触

角，组织干警走进乡

村、走进麦田，主动

服务。”淮滨县法院院长张振芳向《法治

日报》记者介绍说，淮滨县出产的弱筋

小麦在全国品质最高，几乎覆盖全县80

多万亩耕地，该县因此被誉为“中国弱

筋小麦第一县”，法院成立志愿者服务

队，帮助收割困难家庭夏收夏种，确保

不漏收、不少收，应收尽收，助力小麦颗

粒归仓。

　　“我们帮助农民抢收和办案两不

误。”马集法庭庭长沈小平说，有的农民

把 麦 子 收 割 后 ，因 土 地 纠 纷 影 响 到

夏种。

  6月2日，沈小平带领法庭干警联合

陈台村委会成功化解一起土地承包经营

权纠纷。原告王某与被告系同村亲戚，王

某外出打工时，将其承包的耕地暂时交

由被告耕种，今年麦收期间，准备收回自

己耕种，却遭被告拒绝，双方因此产生纠

纷。马集法庭受理该案后，沈小平把调解

现场放在田间地头，充分听取原、被告诉

求和村干部意见，引导双方解开心结，促

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当场向法庭

申请撤诉。

　　“防胡法庭干警在麦田调解案件

以后，现场帮助农民割麦收粮；张庄法

庭干警在田间地头开展普法活动 ，就

农民当下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解答；

期思法庭干警为农民讲解农业保险理

赔相关规定……”张振芳举例说，干警

们为了不耽误当事人夏收夏种 ，降低

当事人诉累 ，不辞辛劳奔波在田间地

头 ，调 纠 纷 解 矛 盾 ，以 法 治 守 护 百 姓

“粮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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