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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洁

　　8月15日，我们迎来了首个全国生态

日。作为具有首创性的纪念日，全国生态日

的设立既体现出人民群众对优美环境的需

要，也彰显了我国在新征程上持续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的决心。

　　近年来，为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全国政

法机关立足主责主业，发挥职能作用，切实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公安机关多

次开展打击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活动专项整

治行动，人民法院坚持生态修复性司法理

念探索异地补植等机制，检察机关充分履

行公益诉讼职能以个案办理推动类案监

督……多方合力重拳出击惩治生态环境违

法犯罪行为，用实际行动啃下“硬骨头”、消

除“老大难”。

　　以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为例，为守护黄

河安澜，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政法机关全力履行职责使命，将黄河

保护和治理纳入法治轨道——— 公安部联合

相关部门定期开展禁渔专项执法行动，维

护黄河禁渔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

意见，从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等五方

面进一步加强黄河流域司法保护工作；最

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重点针对多

部门职责交叉、协调处理难度大等问题，发

挥行政公益诉讼督促协同作用，推动各方

落实职责……2021年，黄河干流水质为优，

主要支流水质良好，较2012年流域水质总

体轻度污染的情况显著改善，黄河三角洲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鸟类已由保护区建

立之初的187种增至现在的371种。黄河流

域生态的修复，映射出政法机关坚持刚性

约束，以法治方式助力推进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成果。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要始终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

境”被专门强调。这就要求政法机关在生态

环境保护领域持续主动作为，向前一步，会

同其他相关部门为构筑生态保护坚固屏障

不断探索新机制，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

佳方案。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

目，但也应认识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

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

的关键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生态保护工

作更需要加强刚性约束，不折不扣地将已

经确立的良好制度一一落实。2021年3月1日

起，我国首部流域性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长江保护法》施行。两年多来，长江流域各级

政法机关通过一系列举措不断强化责任担

当、发挥职能作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非法

采砂等重点案件，创新异地补植、环境保护

禁止令等机制，以常态化监督助推长江流域

生态环境系统治理、诉源治理和协同治理，

推动普法宣传活动走进千家万户，种种努力

让一江碧水重现生机。长江流域生态治理的

成功经验启示我们，“良法”的关键在于高标

准、严要求的执行，“美丽中国”会在一个个

具体案件、一次次成功治理中愈行愈近。

　　要看到，美丽中国建设并非一朝一夕

之事，生态保护工作仍存在司法与执法衔

接效能不足、跨区域合力治理工作情况复

杂、取证工作难度大、受损生态难及时修

复、部分群众环保意识仍较为薄弱等问题。

因此，为切实增强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效能，

涉环资案件业务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审

判人员、执法人员都需加强业务学习，以便

适应高水准、专业化环资审判工作的需要；

生态保护方面的普法工作也需加强，把生

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同生态环境

保护执法、治理行动结合起来，进一步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创新宣传方

式，增强群众环保意识，引导更多人积极参

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

力。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更应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化法

治保障，把生态文明意识贯穿于日常的行

动中，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推动者，

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让青山常在、绿水长

流、空气常新。

□ 本报记者 张晨

　　“如遇野生动物进来破坏庄稼等情况，您

要及时向林业部门寻求帮助，千万不可随意猎

捕野生动物……”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

庭法官余琦耐心为彭老伯解答疑惑，普及相关

法律知识。

　　这是不久前余琦参与“华西雨屏”探秘，在

大熊猫国家公园二郎山喇叭河片区实地探访

栖息地保护现状时的一幕。

  近年来，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环境污染犯

罪，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

提供生态司法保护可行方案

　　在四川，有一条延伸450公里的狭长区域，

因为独特的地理构造，它成为中国的雨雾之

极，被称为“华西雨屏”。这里蕴含丰富的自然

资源，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示范区域。

　　大熊猫国家公园与“华西雨屏”的地域重

合度非常高。2021年10月，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

院设立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作为全

国首个以国家公园命名的环境资源审判专门

法庭，生态法庭将公正与效率放在首位，实施

跨域立案，常态化巡回审理案件，探索出一条

“巡回审判+修复性司法+自然司法教育”的实

践新路径。

　　“生态法庭在全省环资案件审理过程中首

次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作出认购核证林业碳

汇判决、研发完成‘四川法院熊猫司法碳普惠

App’……”细数工作中的创新探索，余琦称，

“两年来，生态法庭工作人员出行近30万公

里，将生态司法的烙印留在了国家公园的各

个角落。”

　　《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曾

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报告，为包括

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内的全球环境治理提供切

实可行的司法方案。

　　最高法环境资源审判庭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准确把握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内在规律，推

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人文遗产保护地等重

点区域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助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据最高法发布的《中国环境资源审判

（2022）》显示，2022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环境

资源案件273177件、审结246104件。

相关司法规则体系日趋完善

　　在首个全国生态日当天，《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施行。

　　这是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最高司法机关就环境污染犯罪

第四次出台专门司法解释。

　　由最高法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中国环境司法发展研

究课题组共同完成的《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2022）》显示，

去年，最高法、最高检等共计发布司法文件8件，统一环境案

件裁判尺度和法律适用标准、细化环境民事诉讼的实体规

则；共计发布指导性案例3批15个、典型案例15批144个，涉及

公益诉讼、自然资源利用、流域司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湿

地保护等领域，持续深化环境司法案例制度，不断完善以环

境正义、风险预防、生态恢复等绿色司法理念为核心的司法

规则体系。

　　最高法环境资源审判庭相关负责人表示：“最高

法持续推动法律统一适用，制定森林资源保护、野生

动物资源保护、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等司法解释；持

续强化环境司法政策指引、加强类案指导，积极配合

相关立法工作，就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文物保护

法、黑土地保护法、森林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

定研提立法意见，促进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法网日

益科学严密、系统完善。”

　　为充分发挥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的专业

优势，提升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水平，最高法今年7

月发布司法解释，回应环境资源审判对专门性事实

查明的特殊需求，完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

参加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的规则，统一法律适用。

　　这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

陪审员参加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的若干规定》，就具有

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以及合议庭组

成、职责履行等问题予以规范。其中明确：“具有专门

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可以参与监督生态环境修复、验

收和修复效果评估。”

　　“恢复性司法是环境司法的重要内容。相较于传

统执行程序，环境修复执行具有更强的专业性。”最

高法环境资源审判庭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份司法解

释作出了有别于一般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特殊规定，

即在审理程序终结后，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

可以继续发挥其专业优势，参与后续环境修复工作，

彰显了环境司法公众参与的理念。

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浙江省湖州市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诞生地。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法

官许婷婷告诉记者：“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

要落实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来‘抓末端、治已病’，

又要坚持‘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来‘抓前端、治

未病’。”

　　“为尽早遏制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违法行为，降

低违法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我们建立了环保禁

止令制度。”许婷婷说，另一种环境资源司法中特色

的令状形式为修复令。传统刑事裁判对于破坏生态

或污染环境违法行为的刑事制裁，并不能使受损生

态环境得到恢复，而修复令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同时，人民法

院持续深入推进环境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环境

资源审判专业化水平稳步提升。

　　《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2

年，司法机关继续以环境司法专门化为主要抓手，

着力破解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效能的体制机

制问题，组织机构建设由常态化向整体化延展、工

作机制由精细化向集约化开拓、司法规则由法制

化向具体化迸发、司法队伍建设由专一化向一体

化推进、司法理论研究由精深化向实质化跃进，遵

循环境司法规律、体现集成和协同的环境司法共

治格局基本形成。

　　202 2年，全国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数量同比增长

12.89%，在系统性、专业性领域“扎根发芽”。

　　河南、吉林分别设立郑州环境资源法庭和长春环境资源

法庭，筑牢生态环境全方位保护屏障。

　　重庆、广西设立巡回（流动）法庭，推进环境资源司法保

护阵地前移。

　　司法机关坚持探索多元化工作模式，提升环境司法工作

的温度，创新以生态环境治理多元化为特征的环境司法工作

格局。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张昊

　　绿色版图不断扩展，浓烟重霾有效抑制，黑臭水

体明显减少……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生态文明建设仍然面

临诸多挑战。

　　对此，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四大检察”职能作用

高质量履职，努力做到惩治犯罪与修复生态、纠正违

法与源头治理、维护公益与促进发展有机统一，为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法治保障。

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对生态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检察机关始终紧

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重点流域、区域、行业，加大

办案力度。

　　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检察白皮书（2018-2022）》。白皮书数据显

示，5年间，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破坏环境资

源保护犯罪案件209957件353223人，共办理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民事检察案件498件、行政检察

案件62875件、公益诉讼案件394894件，办案数量均

显著上升。

　　浙江省台州市蔡某喜等49人利用网络平台跨省

处置铝灰污染环境案，涉及3省6地市；江西省南昌市

戴某兵等3人非法处置“副产盐”污染环境案，被告人

通过在全国范围内非法收集、处置医药化工企业“副

产盐”谋取利益……

　　近年来，环境违法犯罪呈现专业化、链条化、跨

区域等特点。此类案件的查处难度大，需要各方紧密

配合、有效衔接，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

　　最高检联合公安部、生态环境部连续4年共同开

展“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重点排污单位自

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专项行动，执法司法机关携手

依法严厉打击非法排放、倾倒、收集、贮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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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

期间，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嫌污染环境罪2250余

件4210余人，起诉3068件7270人。

　　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最高检部署开展“公

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守护海洋”“汾渭平原大气污

染防治”等专项监督活动；积极推进长江、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开展“打击长江流

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

河”“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等专项行动。

　　检察机关不断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积极助力

矿产资源保护、守护农用地保护红线，全力构筑守护

碧水蓝天净土的司法保护屏障。

构建生态检察保护新格局

　　保护奔流的江河、迁徙的动物等生态环境要素，

必须打破固有的办案区划和模式，综合运用“四大检察”职能，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推动形成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新

格局。

　　最高检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挂牌督办，对万峰湖、南四湖等

重大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直接立案办理，确保违法犯罪案件惩处到

位、行业监管漏洞治理到位。各级检察机关改变单兵模式，根据环

境地域、流域特点纷纷探索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从流域治理的

高度探索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新模式，提高检察履职监督的协

同性。

　　针对生态环境案件的高度复合性、专业技术性等特点，检察

机关积极探索环境资源案件办理模式，“四大检察”共同发力、齐

抓共管，扩大“刑事+公益诉讼”等多重监督的叠加效

应，加快形成整体优化、协同集成的检察工作新格局。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探索以专门化建设为抓手，积

极推进生态环境检察集中统一履职；成立生态环境检

察指挥中心，统一管理案件线索、指挥案件办理、调配

办案资源、管控案件质效。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在三江源地区、环青海湖区

域、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试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巡

回检察，探索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通过“属地检察+

巡回检察+专项治理”方式，解决河湖跨流域、区划跨

地域、管理跨领域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突出

问题。

聚焦治理推动可持续发展

　　今年6月，蓝天下，碧波中，价值100余万元的海草

幼苗在山东荣成天鹅湖移植入水。荣成市人民检察院

办理的张某等10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进行到实际执行环节，海洋生态资源修复责任

全部落实到位。

　　时间回到2022年5月，张某等人在禁渔期内非法捕

捞良鱼、刀鱼等1万余公斤，价值约29.38万元。后经专业

鉴定，张某等人的非法捕捞行为严重损害海洋渔业资

源和生态环境，需承担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00余

万元。

　　荣成市检察院依法对张某等10人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张某等人采用增殖放流或者海

草种植的方法进行海洋渔业资源修复，并向社会公开

赔礼道歉。这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得到法院

支持。

　　荣成市检察院紧盯海洋生态保护突出问题，创新

海草种植修复生态环境，有效发挥海草固碳释氧能力

和资源养护优势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蓝碳”

办案模式，正是荣成市检察院强化海洋碳汇领域司法

保护能动履职的全新尝试和探索。

　　最高检发布的办案数据显示，2018年至今年7月

初，检察机关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

案件39.5万件，占全部公益诉讼办案数量的52.5%，案

件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近年来，检察

机关办理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类型，除传

统的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外，还涉及森林病虫害、

珍稀鸟类、濒危植物、湿地、自然保护区等，呈现出多样

化的特点。

　　在强化诉源治理方面，各地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

职，对于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案件中发现的普遍

性、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积极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

议，通过“督”和“帮”的形式，与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形

成工作合力，从源头上堵住管理漏洞和社会治理薄

弱点。

　　其中，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民事

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案中，发现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协

议内容未达到有效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目的，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通过在和解协议公告期间“提出异议”的监督方式，促使

法院不予确认该和解协议，而是依法作出判决，并督促法院加

大执行力度，挽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6000万元，解决长达6年

的修复难题。

　　……

　　充分发挥“诉”的刚性监督作用，针对整改不到位的，检察机

关提起诉讼强化监督效果，切实有效促进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

　　各级检察机关在守护绿水青山中践行检察使命担当，全方

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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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用最严密法治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生态兴则文明兴。敬畏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政法机关立足主责主业，发挥职能作用，协同打

好“组合拳”，严惩各类生态环境违法犯罪，倾力呵护绿水青山。

　　8月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日，本报在5版、6版刊发相关报道，展现磅礴

法治力量护航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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