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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环保与司法巧妙融合交织

　　“剧中引发热议的‘袁笑笑买卖金雕案’，体现

出法与情的矛盾。”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联

原副主席仲呈祥评价说，这部剧将现实生活中的复

杂性融入剧作中，将法官写得立体、鲜活，并且普及

了生态文明和法律知识。

　　非法捕捞、装修污染、废酸毁林、非法采砂、买

卖国家保护动物、邻里垃圾纠纷……《江河之上》中

演绎了大量环境资源保护案件。记者了解到，这些

案例在司法实践中都有真实的“原型”。

　　“这部剧从作品创意到制作完成，耗时约一千

天。主创人员实地考察、体验生活，遍访长江上、中、

下游多个地区。我们研究了数百个案例，其中包括

全国十余年来环境资源审判改革的案例以及与民

生直接相关的案例。”该剧总导演、总编剧周亚平介

绍，这部剧的创作有两条主线，其中一条主线是环

境资源审判庭的建立。如为汇聚审判力量、综合审

判手段，环境资源审判实行行政、民事、刑事审判职

能“三合一”；为打破审判的“主客场”问题，建立跨

流域、跨地区的环境资源审判庭；为保护山水林田

湖草沙，司法人员、环保人士如何为不会说话的土

地、空气、水等发声。

　　“采访过程中，我们被法官们的情怀所感动。本

剧的另一条主线写了法官工作之外的个人、家庭情

感，这个剧里的法官都是付出了感情代价的。”周亚

平说。

　　据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

该剧最高收视份额10.83%，持续位列全国黄金时段

电视剧收视率第一。在网络端，该剧全网话题阅读

量累计超14亿。

　　“这部剧集中展现了十几年来我国环境资源审判

改革的崎岖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的窗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

副主任梁红说，《江河之上》将环保与司法巧妙地融合

在一起交织展现，同时也展现了司法工作者在环境资

源保护案件中的艰辛与付出，真实表现了他们为维护

环境生态、捍卫公众权益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展示环境资源审判改革成就

　　剧中法官罗远想借助大江市环保联合会对七

星运盛化工厂污染案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大

家对公益组织是否符合原告主体资格争执不下。

　　司法实践中，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受

理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某港口公司擅自进行铁矿粉

作业对长江水域污染案。该案是国内第一起由环保

公益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突破了传统民

事诉讼将原告主体资格限定为“有直接的利害关

系”的掣肘。

　　《江河之上》的大结局中，在罗远、耿念、林海岚

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跨区域、全流域管辖的陵江环

境资源法庭揭牌成立。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及，最高法着眼

区域发展需要，支持重庆、成都、乌鲁木齐设立集中

管辖的环境资源法庭。

　　“这部剧在江苏无锡两级法院取景拍摄，而我

曾经在环境资源审判一线工作多年，对片中的场

景、剧情感到非常熟悉。”曾任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环境保护审判庭副庭长、现任该院执行指挥中心主

任的周科介绍，“剧情中，陵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

改革环境资源审判体系，在七星县人民法院成立环

境保护审判庭。”周科回忆说，2008年5月，无锡中院

组建全国第二家、江苏第一家环境保护审判庭，开

展环境资源案件专门化审判试点，推开了环境资源

审判改革的“大门”。

　　“环境资源审判改革探索的起点是‘水’，特点

是‘自下而上’。”周科说，较早的环境资源审判庭的

设立，都因辖区内水体保护案件的需求而生，设立

在中级、基层法院。201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设立

了环境资源审判庭，办理环境资源纠纷案件并监督

指导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提高了生态环境

司法保护效能。

　　最高法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0月，全国

已有30个高级法院及兵团分院成立环境资源审判

庭，南京、兰州、昆明、郑州、长春、乌鲁木齐等中级

法院专设环境资源法庭，包括基层法院共有环境资

源专门审判机构、组织2813个。周科说，十多年来，

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

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

类环境资源案件。

　　“这部剧聚焦环境资源审判庭，使人们看到通

过司法手段保护环境生态就是维护公平正义，也使

人们切实感受到司法在保护环境资源上的强大力

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说。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人民法院服务美丽中国建

设，2023年审结环境资源案件23.2万件，同比下降

5.8%，其中涉环境污染案件5386件，同比下降11.5%。

演绎出司法工作者勤勉形象

　　“林海岚是环境资源审判庭女法官形象的一个

缩影。我们去法院实地观摩、学习、体验生活，我在

众多优秀女法官身上看到了林海岚的影子：工作中

严谨公正、不偏不倚，生活中又不失幽默和可爱。”

本剧主演之一、林海岚的扮演者吕晓霖说。

　　“看着剧中的法官，就像是看到了我们自己。”

成都环境资源法庭副庭长徐晓双对剧中演绎的法

官们的工作、生活也颇有感触。

　　徐晓双曾承办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13名被告人非法猎捕、运输、收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猕猴，公安机关现场查获的猕猴多达46只。

接手案件后，如何安置被查获的野生猕猴成了徐晓双

的揪心事。徐晓双说，仅简单地将猕猴移交给动物收

容中心饲养，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得不到有效修复；“粗

放式”放生猕猴，它们很可能因不能融入原生环境而

死亡。

　　徐晓双扎进图书馆查阅各种野生动物保护有

关资料，多次走访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科研机

构，探索出“人工野化+自然放归”的“回归型”恢复

性司法新路径。她在判决中明确采取野化放归的生

态修复方式，属全国首创。

　　该案中所涉猕猴经野化训练后在原栖息地顺

利放归，案件的办理还推动四川省公、检、法、林草

等部门共同制定《四川省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中涉案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处置的实施意见》，解决了涉案

野生动物的处置难题。

　　“很多人都说环资法官特别有情怀，绿水青山

相随与共，生灵万物常伴左右，一心只愿青山不改

色，不悔少年青丝成白发。”徐晓双对记者说，每当

她精心办理的案件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深层次参与

社会治理，就会感到所有付出都值得。

　　“他们个性鲜明，家庭各异。”在张德祥看来，这

部剧塑造了青年司法工作者群像，演绎出他们严

谨、勤勉、廉洁、公正的工作作风和蓬勃朝气，而正

是这种正义的朝气最能感染人。

　　“回首过往路虽艰难，但我们已经走了很远。”

徐晓双介绍，今年4月18日，成都环境资源法庭正式

挂牌成立，全庭干警铆足了干劲，以高质量司法筑

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 沈晓东 王军

　　

　　过完年，晓轩给我打电话

说，他已经到上海理发店了，

争取二月初二那天回常州给

我理发。二月二剃龙头，一年

都有精神头。民间一直有“理

发去旧”的风俗，据说在二月

二这天理发能给人带来一年

好运气。

　　春节前，晓轩从上海赶回

江苏武进老家过年，下车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赶到我们派出

所，说要给我染发。“我到上海

学习美发已经两三个月了，这

期间我过得很踏实。”晓轩说，

当初离开派出所时看到我白

头发越来越多，便决定学成归

来后第一个给我染发。

　　晓轩是我的帮扶对象，初

一时被一帮“狐朋狗友”带偏，

曾多次参与盗窃烟酒店、电动

车、拉车门等案件。如今，看着

这孩子变化那么大，我从心底

里感到慰藉。

　　去年3月，常州市公安局开展新一轮重点

未成年人结对帮扶工作，选择一批政治素质

优、思想觉悟高、工作能力强、组织协调好的民

警作为涉案未成年人结对帮扶“第一责任人”，

扛起被帮扶涉案未成年人“警察爸爸”“警察妈

妈”的职责使命。正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晓

轩。当时他的抵触心理非常强烈，对我们的帮

扶一直很抗拒，始终我行我素、屡教屡犯。

　　成为晓轩的“警察爸爸”后，我发现晓轩非

常叛逆，无论我们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一

句也听不进去，更不愿意配合我们的管教。在

晓轩每一次作案后，我都会把他喊到所里，一

次又一次做思想工作。从晓轩当初不耐烦地写

下保证书，到充满悔意地自责，渐渐地，晓轩有

了明显的改变。

　　去年11月一天晚上，晓轩从路边店里偷了

一条香烟。被抓后，我把晓轩的父亲叫到派出

所，一把拉过他父亲的手，摆在晓轩的面前，让

他好好观察观察这究竟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因

为常年干体力活，晓轩父亲的双手像寒冬里干

枯的树枝，粗糙且布满老茧。晓轩当时愣了一

下，紧接着他扭过脸去失声哭了起来。

　　应该说，父亲的那双手对他的触动还是蛮

大的，从那以后晓轩有了彻底的改变。在我和

他父亲的建议下，晓轩终于下定决心痛改前

非，离开了以前的生活圈和朋友圈，只身前往

上海学习美发。临行前，他来跟我告别，发现我

的白头发又多了不少，于是和我约定，学成归

来一定给我的头发染黑。

　　农历腊月二十七日下午，晓轩赶到我们派

出所。几个月不见，看到精神抖擞、清爽干练的

晓轩，我也是又惊又喜。这孩子变化太大了，半

年前还是面黄肌瘦、目光呆滞的一副懒散状

态，现在不仅容光焕发，眼里也充满了光亮。

“这是我们店里最好的染发膏，我给叔叔染完

了，回家还要给奶奶染。”寒暄过后，只见他熟

练地一件一件排好自己带来的染发“六件套”，

什么染发霜、双氧奶、染发碗、披肩、小毛刷、鳄

鱼夹等。

　　听了晓轩的话，我眼睛一阵发热。这是组织

交给我帮扶的孩子，教育、敲打、无数次写保证

书；这又是一个善良的孩子，我多次看到他悔恨

的泪水……如今，终于看到他焕发新生。

　　“一年打杂，一年染发，一年烫头，然后才

能学成出师。因为上手快，才两个多月，店里的

染发工作师父都让我来做，但距离成为一位合

格的‘托尼’还早呢。到时候，我再来给叔叔剪

头发。”晓轩一边细致地涂染发膏，一边再次和

我许下约定。

　　墙上的挂钟滴滴答答，很快一个多小时过

去了，我的头发染好了，晓轩反复试着水温，帮

我洗头。此时，晓轩的电话响了，那头传来焦急

的声音：“你今天不是回常州了吗？怎么还没到

家？什么，又去派出所了？”听是晓轩父亲的声

音，我抢过电话说：“老谢啊，晓轩今天是来帮

我染发的，他现在的表现很好，没有再犯错误。

我留他在所里吃个晚饭，你别急。”“啊，是这样

啊，我说这孩子怎么到现在还没回家呢，没犯

错就好，没犯错就好。”晓轩父亲有些惊讶地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爸爸，我给你卡上打的钱收到了吗？”原

来，晓轩在上海包吃包住，每个月还有一些学

徒工资，几个月下来也攒了一些钱。

　　晚饭时，晓轩还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大力去杭州学理发，小美开始送外卖，强子

在修车，都不干坏事了。我跟他们说，一定要

换个活法。”听到这个好消息，我如释重负，

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放松感。

“我以后要留在上海开店，在那里闯

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华灯初

上，晓轩离开派出所时信心满

满地说。

　　

　　（作者单位：江苏

省常州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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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昊

　　

　　近日，中国首部环境司法题材电视剧《江河之上》

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的首轮播出圆满收官。这部剧以不

同类型环境保护司法案件为主线展开，剧情跌宕起伏，

展示了近十年来我国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发展成就，

勾勒出一幅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改革蓝图，谱写了一首

为山水林田湖草沙发声、共建人类美好家园的赞歌。

　　《江河之上》引发了收视热潮，也受到参与环境资

源审判工作的法官们的关注与好评。这部剧的创作过

程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和思量？演绎出我国环境资源审

判改革过程中哪些历程？环境资源审判庭的法官们在

工作中有哪些体会？围绕这些话题，《法治日报》记者采

访了本剧的主创团队、影视专家和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的亲历者。

展示环境资源审判的一扇窗

□ 牟伦祥

　　

　　推开南滨路上的春色

　　你跑在桃花之前

　　无需雨水 无需阳光

　　只要一缕柔软的春风

　　惹得你心头那只小鹿

　　四处乱撞

　　

　　你将满腹心事

　　表述为一树繁花

　　游客经过 欲说还羞

　　你绯红的笑脸

　　正期待某人前来捅破

　　那层薄薄的窗户纸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海棠花

□ 邱毅

　　

　　锅盖一掀开，乳白色的汤汁正在咕噜噜地翻

滚，就连豆腐在这浓厚的白色面前都略逊一筹，蒸

腾的雾气散尽，能见到早已炖烂的鱼头与葱花散

落其中，与白色的汤汁完美交融，鲜香钻入鼻腔，

让人食指大动，胃口大开。

　　我早就听闻同事朱哥有这么一手绝活，只是一

直没有与他搭过班，赶巧那天我俩各自的老搭档都

去参加马拉松执勤，临时搭班的我有幸见到了这道

传说中的“鱼头炖豆腐”的真容。我赶紧盛了一碗，汤

鲜肉嫩，豆腐爽滑，绝对是上乘之作，果然名不虚传。

　　由于我们派出所管辖着矿区，平时周一到周

五比较忙，中午一般由做饭的阿姨负责，周末矿上

职工放假，警情相对少些，加之做饭阿姨休息，这

给值班的我们创造了露一手的机会，只是所内人

员紧张，只有三波人轮流转，固定的人员搭配虽然

在办案中配合默契，但从未尝过其他两组厨艺，只

能在同事的口口相传中穷尽幻想。

　　“这鱼汤怎么能熬这么白？”见我发问，朱哥也

不保留，将这道鱼汤的秘诀倾囊相授，“前面的做

法大同小异，关键在于把鱼煎好后，加水时一定要

加开水，然后再转小火慢慢熬。”我边吃边用心记

着，想着以后如果下厨，也一定试试。

　　朱哥这组有这道“鱼头炖豆腐”，另外两组也有

自己的拿手好菜。我们组的潘哥家常菜也是一绝，

尤其是那道“香菇青菜”，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

朴素的味道往往更能彰显厨艺的精湛，我仔细观摩

过，首先把青菜焯水，然后摆盘，调好料汁入锅，放

入香菇丁，然后再添上一把蒜末，加入勾好的芡，最

后均匀地浇到青菜上，做法简单，味道却很好，我们

这组也经常跟着潘哥在周末大饱口福。

　　最后一组，有我们所年轻人中的厨艺代表李

所，这个90后拿手的是小炒肉。我一直有所耳闻，

前段时间有一天做饭阿姨有事请假，这位年轻的

“大厨”亲自给我们露了一手，先把青椒炒至断生

放一旁备用，把提前腌好的五花肉入锅煸香，加入

调味料和豆瓣酱，青椒回锅，炒拌均匀后出锅，说

起来也并不复杂，可这火候的把握却不是几句话

能说得清的，跟办案一样，一切都需要实践。

　　这个不大的小厨房，是忙碌工作后的最好抚

慰，平平常常的一顿饭记录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大

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吃顿饭，

也是一种最好的放松。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淮舜分局新

毕派出所）

□ 杨金坤

　　

　　“人活一辈子，不过三杯酒的事。年轻的时候

喝小杯酒，中年的时候喝大杯酒，到了老年再喝小

杯酒，喝完这三杯酒，生命就到了尽头。”晚饭的时

候，我习惯性地斟了一小盅酒，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父亲的话。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和父亲对饮的人生。

　　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天晚上，父亲让母亲炒了4

个菜。父亲顺手从八仙桌后边的条几上拿过自己

的酒杯，又从条几上拿了一个小酒盅放在我面前，

然后吩咐我从八仙桌下面拿出刚从供销社打来的

散酒，给他斟满也给我自己斟满。

　　“参加工作了，有资格喝酒了。”看我疑惑，

父亲说。听了父亲的话，我既有些诚惶诚恐又

有些暗自得意，因为自祖父去世后，喝酒就成

了父亲的专利，母亲和我及弟弟都不能喝更不

敢喝。

　　父亲拿起筷子，我也拿起筷子；父亲夹口菜放

在嘴里，我也夹口菜放在嘴里；父亲端起酒杯，我

也端起酒盅；父亲喝一大口，我也喝一大口。父亲

酒杯里的酒还剩下一大半，我的小酒盅见底了，因

为父亲的酒杯能盛二两半酒，我的小酒盅只能盛

三钱。父亲一口酒下去面色如故，我一口酒下肚，

只觉那酒像火龙一样穿过喉咙，在肠胃里窜来窜

去，脸红心跳，咳嗽连声。

　　“年轻人，火气大，酒容易成为惹事的根苗。”

再和父亲对饮的时候，父亲仍让我用小酒盅，他依

然用他的大杯子，父亲一口口喝，我一点点地抿，

陪他喝完一杯为止。

　　“上有老下有小，你也算进入中年了，酒能解

忧，酒能消愁，换杯子吧。”我有了孩子以后，又一

次和父亲对饮，父亲说。我取过一个和父亲一样大

的杯子，给父亲斟满，自己也斟满，和父亲边喝边

聊。我不知道父亲的酒量，父亲也不知我的酒量，

因为从我记事起，父亲在家就喝一杯酒，多了不

喝，具体父亲在外面喝酒时喝多少，我不知道，但

我从来没见父亲喝醉过。我倒是能喝，偶尔还喝得

酩酊大醉，但和父亲喝酒，我只是依着父亲，只喝

一杯。

　　父亲六十大寿时，他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锡

酒壶仔细擦拭，锡酒壶不大，能装二两酒的样子，

父亲告诉我，这是我爷爷留下的。菜上齐，父亲把

酒从酒瓶里注入锡酒壶，又把锡酒壶放进一个盛

满多半碗的热水中温烫。待酒热，我正准备给他用

平常用的酒杯倒酒，父亲却拿过一个小酒盅，说：

“活了一甲子了，也该明白了，酒不是用来喝的而

是用来品的，只有品才能品出这一辈子的滋味。”

那天，父亲只喝了三小盅酒，不超过一两，却有些

微醺。

　　转眼间，我也即将步入老年人的行列，再和父

亲对饮时，父亲把我的酒杯也换成了小酒盅。他

说：“酒是好东西，舒筋活血，消除疲劳，但喝多了

伤身，你也快六十的人了，少喝点好。”听了父亲的

话，我的眼圈一红。

　　和父亲对饮，喝的不是酒，而是一种人生

哲理。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 曾润华

　　

　　派出所警事多，民警也是多面手。这不，新年伊始，我们就当了

一回猪倌。

　　1月20日5点，派出所接到求助电话：一辆装满生猪的货车在辖

区一路段侧翻，司机受伤，请求帮助。

　　我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一边呼叫120急救车，一边通知辖区

交警中队，然后叫上所里的两名兄弟急匆匆赶往现场。远远地就听

见猪叫声此起彼伏，走近看，一辆大货车侧翻在村道旁的沟里，车

厢门被外力挤压变形，五六头猪压在车底，血肉模糊；十几头猪在

路基下方干涸的浅池塘里，悠闲地散步；车尾翘起，不知还有多少

猪被困在车厢，大声嚎叫，现场一片狼藉。

　　我们将困在驾驶室的司机救出，交给赶来的120急救车。据司机说，这

车猪共50多头，从辖区养猪场运往

吉安。由于司机对路况不熟，发生

了意外。按照司机提供的联系方

式，我拨通了购买方老板的电话。

对方得知情况后，慌忙说：“马上，

我马上开车过来！拜托警察同志千万帮我看好猪，好几十万哪！”

　　老板到来之前，池塘中的猪要看住，困在车厢里的猪要弄出

来。“二师兄”膘肥体壮，三百多斤一头，这四五十头，我们5人如何

守猪待“主”？我向辖区养猪场老板求助，对方一听，说：“生猪发货

后，按理说没我们啥事了。既然你们警察都在，我不来就太不厚道

了。”几分钟后，养猪场杨老板开着一辆三轮车风风火火赶来。他从

车上拉下几片铁栅栏，招呼现场两名交警在池塘的两个出口处打

桩设卡，并让他们拿着电动赶猪器负责看守。接着，我们合力从三

轮车上搬下铁猪笼，架在车厢尾部。杨老板把住铁笼，我们3人钻进

车厢，按照他的指挥，一人用编织袋罩住猪的头部，然后一人拽猪

尾巴，一人拽猪腿，倒着往车厢口拉，将猪赶进铁笼里，松开手，猪

就顺着狭长的铁笼一骨碌滚进了池塘。脚下是滑腻的猪屎尿，半密

闭的车厢是倾斜的，拉扯中常常滑倒，浑身上下都是污物。

　　车厢里

30多头猪赶到

池塘里时，已到了

12点半。走出车厢，深

吸一口清新甘洌的空

气，才发觉身上的臭味如此

难闻。13点，杨老板刚告辞离

开，吉安老板就开着一辆大货车

带着3名工人赶到。我们又一阵忙活，

帮他们赶猪上车。所有事情处理完已是

15点，老板临走前紧握着我们滑腻、怪味熏

鼻的双手，连连感谢。

　　“猪倌们”浑身脏兮兮、臭烘烘，车是不能开

了，索性走路回所里。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但到所里的

第一件事，不是去食堂，而是冲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一个热

水澡，然后郑重地找瓶香水，全身上下狠狠地喷上几个来回。

　　（作者单位：江西省广昌县公安局）

绝味厨房

和父亲对饮

民警当猪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