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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凡超

　　

　　立秋刚过，蓝天白云间，一辆辆满载集

装箱的运煤车辆在内蒙古甘其毛都口岸货

运通道排成“一字”有序缓缓驶入……

　　甘其毛都口岸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中旗，是我国过货量最大的公路口岸。“之

前口岸通道里的煤尘特别大，有时从这边

望不到那边。风沙混着煤灰，民警执勤时即

使戴着口罩，鼻子和嘴巴里也都是煤灰。”

甘其毛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队长

赵磊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过去经口岸进

口的煤炭大多采用高箱散装车运输，易造

成大量煤尘遗撒和粉尘污染。

　　对此，甘其毛都边检站积极参与口岸

煤尘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提高口岸煤

尘污染治理能力。“煤炭运输‘散改集’后，

不仅避免了运输、仓储等环节的煤尘污染，

也提高了通关效率，一举多得，实现了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赵磊说。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绿色发展理念不

断深化。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坚持“打防管

控建”全方位治理，向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

罪亮剑，建立生态保护长效警务机制，会同

相关部门打出组合拳，全力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守护祖国绿水青山，取得了累累硕果。

扛起公安主责

推动以打促治

　　“这些渔网销毁了好，网眼小，大小鱼

都容易被捕，对生态环境破坏很大。”现场

目睹了集中销毁非法捕捞工具，江西省宜

春市上高县敖山镇村民晏先生说。

　　为扎实推进禁渔工作，维护辖区水域

生态环境平衡，前不久，上高县公安局森林

分局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了突击巡查专项行

动。行动中，工作人员对水域河流河面废弃

漂浮物、废弃渔具地笼等进行了打捞、清理

与销毁工作。

　　近年来，江西省公安机关深入贯彻实

施长江保护法，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交

通运输等部门联合下发《依法惩治长江流

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见》等20余个

方案通知，部署开展打击非法捕捞、非法采

砂等50多个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一批非法

捕捞、非法采砂、非法猎杀候鸟犯罪行为，

整治了一批乱点渔村、重点水域。截至今年

6月，江西省公安机关侦办非法捕捞刑事案

件91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44人，打掉非

法捕捞犯罪团伙101个；侦办涉砂刑事案件

107起，打掉团伙5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429人。

　　目前，长江江西段、鄱阳湖等重点水域

涉渔违法犯罪发案明显下降，生物多样性、

旗舰物种栖息地等逐步恢复。

　　黑龙江省林地面积广阔，是东北重要

的生态安全屏障。黑龙江省公安厅林区公

安局打破省际警务区域壁垒，与毗邻省、

市、县森林公安机关打造“联勤+合作”生

态警务新模式，加强各辖区交界处的日常

执法巡查，共同打击区域内破坏森林资源

的违法犯罪活动。

　　巍巍秦岭，和合南北。近年来，陕西省

公安机关以“零容忍”态度深入开展秦岭

“五乱”及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2022年以来，西安警方共侦办涉秦岭‘五

乱’和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案件62起，打

击处理77人；侦办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

158起，打击处理241人，形成了强力震慑。”

西安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查支队有关负责人

介绍说。

构建防控体系

推动联防联治

　　5月26日，一条3千克重的大蛇闯入云

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辖区一农户

家中，民警和农户携手将大蛇送回森林。工

作中，玉龙县公安局一体化开展防范、打

处、救助工作，在有关单位配合与参与下，

群众禁捕、禁食、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愈加

清晰，遇到野生动物拨打报警电话、警民联

动救助保护野生动物的情况经常出现。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不仅发挥执法职

能作用，还注重构建防控体系推动联防联

治，多措并举推进生态大保护综合治理———

　　江西省公安机关牵头渔政、水利、海

事、林业等部门，在鄱阳湖蛇山岛建立省级

联合巡逻执法基地，在长江、鄱阳湖设立2

个市级、16个县级联合巡逻执法点，全年

度、全天候屯兵水面，开展“1+N”联合巡逻

执法，第一时间发现、制止和查处破坏水域

生态行为，形成强大震慑；组建公安、渔政、

水利、海事、林业联合巡逻队，与地方护渔

护鸟队在长江、鄱阳湖岸线开展高频率高

密度巡查，发现和制止沿岸村民下湖作业。

　　为充分激发生态保护的群众力量，宁

夏公安机关组建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分队，

与自然资源、林草部门以及野生动物救助

中心等建立联动保护机制，并公开报警电

话，开通“绿色通道”，通过广泛宣传动员，

广大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明显提高。去

年以来，警民协作共救助游隼、草原雕、大

鸨等各类野生动物800余只。

　　甘肃省张掖市公安机关探索推行与林

长、河长制相配套的治安林长、河警长警务

模式，组建了一批以基层资源管护队伍为

主要力量的“信息网”和“流动哨”，实现了

警力资源与资源管护队伍的无缝对接；与

林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常态化开

展联勤联动，在实战中健全完善案件会商、

多向咨询、案件联办等工作机制，打通了信

息交流、线索通报、案件移交、检验鉴定的

“绿色通道”。

加强基础建设

推动科技智治

　　一江清水，两岸葱绿，夏日的“江海交

汇第一湾”，12公里长江岸线擘画出壮美江

景。常驻在张家港湾入口处的江苏省张家

港市公安局双山水上派出所民警施卫正在

沿江巡逻。

　　“以前打击非法捕捞，靠两条腿、一双

眼加手电筒。现在有无人机、水上巡逻艇、

江堤巡逻车，原来需1个小时巡完的堤段，

现在最多只要半个小时。”施卫说。

　　通过构建“人防+技防”“水上巡查+

岸上整治”“联合执法+交流共建”等相结

合的禁渔机制，张家港市公安局立足发

挥“1分钟预警调度、10分钟就近执法力

量到场、20分钟联合处置”的“1×10×20”

快速反应效能，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打

防格局。

　　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各地公安机关

持续加强信息科技应用，不断提升精准治

安防控能力水平。

　　在鄱阳湖蛇山岛建设联勤指挥、雷达

监测、无线专网三大信息系统；组建全省警

航联队，用无人机对长江、鄱阳湖开展动态

巡航……近年来，江西省公安机关在织密

人力防控网络的同时，不断加强信息化基

础建设，健全完善了人防、物防、技防相结

合的立体化、智能化水域综合防控网络，水

域管控和风险预警能力显著提升。

　　浙江省公安厅搭建固废倾倒预警监测

系统，对固体废物的产废、转运、处置全过

程实施可视化闭环监管；嘉兴、湖州聚焦地

区建筑垃圾输入压力，研发“智安净土”“城

市反倒”模型；舟山紧扣区域特点，打造多

跨协同处置平台，对涉海危险废物非法倾

倒开展预警监测。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

族未来。

　　全国公安机关将厚植高质量发展理

念，坚持不懈守护良好生态环境这一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为推动生态文明保护、守护

祖国绿水青山而努力奋斗。

□ 本报记者 刘欢 刘志月

　　

　　“古树名木是自然界和前人留下来的珍贵遗产，是森林

资源中的瑰宝……”

　　眼看首个全国生态日就要到了，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

黄陂区分局横店派出所民警王晏民一直惦记着自己辖区的

“老伙计”。前不久，他又一次来到独木村，检查村里的古树

保护情况。

　　自2022年起，武汉警方对古树名木加大保护力度，对全

市1681棵古树名木开展专项保护，建立“一树一档”“一树一

策”保护机制，明确公安机关协同保护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落实挂牌保护措施。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素有“千湖之省”美誉。在这片富饶

美丽的土地上，政法干警倾情守护着每片绿意。

　　近年来，湖北政法机关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主责主业，

服务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的四化同步发展，成效明显。

严打击

　　清澈的江水里，江豚时而跳跃，时而翻滚，尽情嬉戏玩

耍。如此动人场景，对家住长江边的荆州市民而言，正逐渐

成为日常。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以来，长江水生生物资源和多

样性总体呈现恢复向好趋势。这一切，离不开公安机关的努

力与付出。

　　“长江禁渔”专项行动启动后，荆州市公安局与长江航

运公安局荆州分局坚持“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工作

要求，打响一场长江禁渔保卫战，有效遏制荆州长江流域非

法捕捞犯罪活动多发高发态势。

　　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严厉

打击非法采砂、非法捕捞等破坏长江生态环境犯罪339件

344人。5年来，长江荆州水域内非采案件下降98%，电鱼、毒

鱼、炸鱼等非捕案件基本清零。

　　近年来，湖北公安机关将依法打击涉江违法犯罪行

为与扫黑除恶、“昆仑”行动、“雷火”行动、长江干线水域

突出治安问题综合整治相结合，建强“情报、指挥、行动”一体化作战

体系，对各类涉江涉河涉湖违法犯罪“零容忍”，全力守护一方净土

碧水蓝天。

重修复

　　保护生态系统良性发展，除了依法打击，更要对受损生态进行修复

补偿。

　　8月11日，马鞍山森林公园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揭牌，这是继新

洲涨渡湖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之后，武汉市第二个市级生态环境司

法修复基地示范点。

　　马鞍山森林公园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位于武汉

东湖风景区腹地。东湖拥有丰富的湿地植物及地被植

物，是我国湿地保护与修复成就的重要窗口。

　　近年来，东湖湿地生态系统持续优化，湿地水生植

物品种增加到158种，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

　　据了解，武汉两级法院认真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探索将基地作为恢复性、替代性裁判内容的执

行场所，5年累计增殖放流鱼苗1500多万尾，异地补植复

绿树木5000余株。

　　数据显示，湖北现已设立70余个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基地，涵盖长江、汉江等重点水域和江豚、麋鹿等重点保

护对象，“环保法庭+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实践基地+巡

回审判点”的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新格局已初步形成。

共治理

　　夏日雨后，深沟港水面澄净，两岸绿意欲滴。

　　安陆市辛榨乡深沟村党支部书记周复清介绍说，深

沟港是村里的母亲河，由于村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长

年直排入沟，致使水体严重污染。

　　2021年8月，安陆市人民检察院与市水利湖泊局联

合开展“河湖保护”专项监督活动，通过下发检察建议、

提出行政公益诉讼等方式，推动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行

治理职责。

　　如今，安陆市对深沟港等域内4条农村黑臭水体进

行整治，治理面积达10.07万平方米。

　　针对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系统性、不可分割性等特

点，湖北政法机关加强通盘谋划、系统设计，画好司法保

护的“同心圆”。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协同法院、公安等部门细化落实

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三年实施方案，推动与司法行政部

门建立健全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深化完善与

法院等单位建立的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衔接机制、赔偿金管理机制，推动“河湖（林）长+检察

长”协作机制实质化运行，形成服务流域综合治理的聚

合效应。

　　湖北公安机关组织全省基层民辅警，在加强辖区水域巡逻防控的

基础上，定期与渔民船民谈心说法，配合党委政府做好退捕渔民上岸后

的社会保障工作。

　　湖北司法行政机关多措并举培育“法律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法

治中心户”，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法律意识和行动自觉，共同助力长江大

保护。

　　据了解，湖北全省已普遍组建护渔队、民间河湖长巡逻队等，凝聚

治理合力，延伸打防触角，让人民群众在共建共治中共享绿色发展

成果。

□ 本报记者   马 艳

□ 本报见习记者 吴良艺

　　

　　盛夏广西，漓江流域，白鹭嬉戏、鱼翔浅底，处处展

现着桂林山水的秀美；山峰环抱碧水，湖内岛屿交错，

生态奇美的凌云浩坤湖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山清水秀生态美”是壮乡广西的天然优势，更是

金字招牌。

　　一流的山水，需要一流呵护。近年来，广西政法机

关将法治理念贯穿生态环境保护全过程，立足主责主

业，加大生态环境执法、司法、普法力度，凝聚起守护绿

水青山的法治合力，书写了守护一方绿水青山的生动

篇章。

激发新动力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广西政法机关聚焦生态环境

保护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创新生态环境保护体制

机制，让广西生态保护走上法治化、规范化、可持续发

展道路。

　　从配齐漓江流域的执法船、巡逻艇，到市、县、乡、

村四级生态警务机制全面铺开；从组建桂林市公安局

漓江风景名胜区分局，到成立桂林市公安局生态环境

保护分局……广西公安机关从体制机制入手，统筹推

进生态警务改革，解决生态保护的根源性问题。

　　“生态环境保护分局与原有的漓江风景名胜区分

局形成互补，公安机关从聚焦漓江到辐射全域。”桂林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韦星告诉《法治日报》

记者，桂林市生态警务机制全面升级，构建了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生态环境保护格局，推动公安参与环境

保护综合治理工作进入新阶段。

　　2022年11月8日，一场意义斐然的活动在象鼻山下

举行。

　　在这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月主题宣传

活动”启动仪式上，桂林市委政法委、桂林市中级人民

法院、桂林市人民检察院、桂林市公安局等11家单位共同签署了《关

于加强执法监督与司法协作配合高水准推进漓江风景名胜区社会

治理现代化的框架意见》。

　　这是司法护航美丽生态的生动实践。通过建立漓江环境资源审

判协作机制，桂林中院进一步推动环境司法保护从单一分散、临时

随机的合作向系统整体、制度协作、常态规范合作转变。

　　近年来，广西法院持续深化环境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

专门化环境资源审判组织和裁判规则体系，加强专门化审判组织体

系建设，不断完善司法裁判规则，推动环境资源审判理念、机制、规

则、模式实现现代化转型。

护好新生态

　　2020年至今年上半年，共起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8135件11309人；17件案件获评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

案例、典型案例、精品优质案件，1件案件获评2021—

2022年度“中国十大环境司法案例”……这是广西检

察机关依法发挥检察职能守护秀美生态的一份“成

绩单”。

　　广西检察机关围绕中心工作，保障“美丽海湾”建

设，部署开展“守护海洋”专项监督，重点办理陆源污染

防治、海洋资源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加强矿产资

源司法保护，不断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以检察履

职促进良好生态环境更好惠及民生福祉。

　　广西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助力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重点流域区域系统治理，加

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服务绿色低碳发展，用最严格

的司法保护八桂大地生态环境。2020年1月至2023年6

月，广西法院共受理一审环境资源类案件38685件，审

结36924件。

　　在推动广西绿色发展中，公安力量持续彰显。自治

区公安厅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严格

落实湖河长制，强化与行政执法部门协作配合，扎实开

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2年，全区公

安机关共破获食药环刑事案件3361起，破获破坏涉林

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7436起。

共绘新画卷

　　思想认识到位，行动才能自觉。

　　自治区司法厅以“八五”普法规划为总抓手，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有效推动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理念

家喻户晓、落地见效。

　　同时，广西政法机关把普法融入执法、司法过程

中。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持续加强对行政处罚、

行政诉讼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宣传；通过公开庭审、巡回审判、发

布典型案例等方式，把一个个鲜活案例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夯实

环境资源保护法治基础。

　　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不能解决，“人人参与生态保护”的目标就

难以实现。

　　广西政法机关把依法保护生态环境与切实保障民生相结合，积

极引导群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帮助群众正确用好生态资源发展经

济，构建起广西生态保护多元共治新格局，让秀美生态成为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

　　今日广西，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生态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公安机关坚持“打防管控建”全方位治理

法治利剑守护生态环境民生福祉

□ 本报记者   杜  洋

□ 本报实习生 马路晓

　　

　　“我旁听了这起案件，还有法官宣

讲的典型案例，使我记住了森林防火

的注意事项，我会向家人朋友宣传保

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8月8日，河南

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商城县人民

法院联合组织开展全国生态日系列法

治宣传活动，通过巡回审判、发布典型

案例等方式，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普法

活动。巡回审判后，一名村民对法院干

警感慨道。

　　生态文明建设是广大群众需要共

同参与的事业，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

的保护者、建设者和受益者。6月28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

定将8月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为迎

接首个全国生态日，各地政法机关积

极开展相关普法活动，引导更多人积

极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行

动中。

　　8月8日，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

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联合县人民检察

院、县公安局组织干警前往高娃广场

开展普法宣传活动，通过为群众答疑

解惑，热情互动，切实增强了群众参与

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8月11日，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

民法院未央宫法庭联合未央区人民检

察院、未央区司法局草滩司法所等部门

在辖区内渭河湿地公园开展了以“贯彻

实施黄河保护法，携手共护母亲河”为

主题的生态环境保护普法宣传活动。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各地政

法机关积极扛起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帮助广大群众提升环保法治意识，推

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走上法治化、规

范化、可持续发展道路。

　　与此同时，部分地方还通过“以案

说法”方式，组织群众旁听庭审，教育

引导大家更好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6月20日，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一起滥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在点军区土城乡三岔口村村委会公开开庭

审理，点军区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各行政执法

单位工作人员及当地村民等100余人参与旁听。

庭审结束后，办案检察官及时发放宣

传手册，向群众讲解滥伐林木、盗伐林

木等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以及

可能受到的处罚，群众纷纷表示深受

启发。

　　近日，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民

法院在套儿河边公开宣判一起非法捕

捞水产品案，被告人史某组织多名船

户使用禁用渔具“吸沙泵”捕捞“光滑

河蓝蛤”50多万斤，被判处有期徒刑并

支付生态修复费用。庭审现场引来众

多村民围观，这场公开宣判成为一堂

生动且具有警示意义的法治宣传教

育课。

　　“目前，滨州法院已成立10家环境

资源巡回法庭和司法修复基地，对环

境资源案件开展巡回审判和相关普法

工作，切实增强群众的环保法治意

识。”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环资庭庭长

高国强告诉记者。

　　各地政法机关还深入开展“送法

进机关”活动，大力宣传生态环境保护

相关法律知识，有效提升了行政机关

工作人员的法治素养和执法水平。

　　近日，宜昌市司法局认真落实“谁

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推动市生态

环境局、市水利湖泊局等相关职能单

位制定落实年度普法责任清单，抓好

与保护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重点法律

法规宣传活动；通过组织党政主要负

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

责专题述法会议、普法责任单位年度

履职报告评议等“硬措施”，进一步促

进领导干部提升法治理念、增强法治

意识、提高法治素养。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周集镇司法

所开展送法进机关暨环境保护法宣传

活动，各村党支部书记和镇直单位党

员干部参加活动；河北省廊坊市中级

人民法院法官干警前往市生态环境局

开展送法进机关暨《动漫说法》图书进

机关普法宣传活动；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人民检

察院检察官走进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延津分局为

50余名工作人员开展法治宣讲……

　　生态兴则文明兴。今年以来，政法机关通过开展

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群众的环

保法治意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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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今年6月，福建省武夷山市

公安局景区派出所和武夷山市森林消

防大队救助了一只受伤的小猫头鹰

（学名鸺鹠，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本报记者  王 莹  

本报通讯员 杨福家 摄  

  图② 6月25日，江西省九江市公

安局特巡警支队民警联合水上分局

民警利用无人机在九江市长江重点

水域开展巡查。

邹晓瑞 摄  

  图③ 近日，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市

公安局棋盘派出所民警巡逻时发现有

村民非法捕捞，依法收缴地笼。

夏晓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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