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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昊

　　“咻”，数十只中华白海豚跃水腾空翻起连绵

浪花，又快速扎进水里。但它们不是在玩耍，而是

被渔船追逐着，急促慌乱地躲避着。这是广东省台

山市人民法院办理的一起非法捕捞案件中，被告

人廖某某等对水产品无差别捕捞时的一幕。

　　非法捕捞地点就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

区附近，无差别捕捞方式可能误捕误伤珍稀物种；

大量非法捕捞水产品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环境，还

会影响中华白海豚食物来源。

　　近年来，面对竭泽而渔、非法放生等破坏生物多

样性违法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如何通过能动履职落

实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并保护好野生动植物赖以

生存的江河、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家园”？今年国

际生物多样性日前，《法治日报》记者就此展开采访。

坚持惩治与修复并重

　　“2022年办结的这起廖某某等非法捕捞案是

台山市法院近年来受理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中

案值最大的案件。”台山市法院三合法庭庭长温玉

燕说，南海海域休渔期内，廖某某、林某某合谋联

系吴某某等多名渔船主至台山市川岛周边海域使

用捕蟹笼非法捕捞水产品共计37.1292万斤。

　　“休渔期非法捕捞行为危害海洋生态环境与生

物多样性。”温玉燕说，台山市法院抽调资深法官迅

速组建一支环境资源“专家团”，辅之有环境资源专

业技术背景的专家陪审员，遵循“谁损坏谁修复”“谁

破坏谁补偿”原则，依法判处廖某某等人相应刑罚，

并判决其购买54649.55万尾虾苗进行增殖放流。

　　这起案件的办理实现了惩治违法犯罪与修复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双重效果，因而入选2023年12月

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海

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如何从办理一案到守护一片海洋？深入走访

相关企业群众调查了解情况后，台山法院制发了

关于加强监管非法捕捞行为的司法建议。

　　“在2023年第三次司法建议反馈会议上，相关职

能部门提及，近两年查扣‘三无’船只超200艘，清理

取缔违规网具8000余米，通过强化技术手段运用，实

现渔港渔船动态监管。”温玉燕说，该院通过持续跟

进司法建议落实，推动司法建议向“硬执行”转化。

　　“劝君莫食三月鲫，万千鱼仔在腹中。”近两

年，法官们送法上渔船、进海鲜市场，并于每年伏

季休渔前夕在各大码头开展“休渔护渔”专题普

法，增强群众海洋生态保护意识。

　　一组数据反映出海洋生态保护的效果。2022年至今，台山法

院受理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7件，下降46%，海洋生态持续向好。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遭受外

来物种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何筑牢法治屏障？最高法

今年年初发布的“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3年度十大案件”中，全

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给出答案。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行为人大量放生外来物

种革胡子鲇的故意心态及将造成的生物安全风险等因素，判

令被告承担因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服

务功能损失、惩罚性赔偿等，落实了生物多样性国家保护战

略，维护了国家生物安全。

提升专业化建设水平

　　记者了解到，人民法院在依法严惩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犯罪的同时，对如何给珍贵野生动植物最严密的保护有着

更进一步的思考。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王某武等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执行过程中，综合运用人工修

复和自然恢复两种手段，根据涉案野生猕猴的实际

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创新引入“野化放归”专

业手段，对存活的32只猕猴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野

化驯养，并在原栖息地执行放归，确保其顺利回归

和融入自然生态系统。

　　野生猕猴的“野化放归”有效复壮当地野生动

物种群，该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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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生

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实践中，包括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案件在内

的环境资源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理念系统性

强、预防性和恢复性司法特点突出，对专业化审判

提出了更高要求。

　　今年4月，经最高法批复同意，依托成铁中院

设立的环境资源案件审判机构——— 成都环境资源

法庭揭牌，集中管辖四川省范围内应由中级法院

管辖的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及公益诉讼

案件，同时开展闭环式综合治理，整体性、系统性

推进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司法保护。

　　这是人民法院提升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建设

水平的缩影。近年来，最高法及地方各级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机构积极探索涉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

政审判职能“三合一”，促进刑事追诉与民事赔偿、

行政履职依法协同。目前，全国共有近1200家法院

实行“三合一”，40余家法院环境资源审判机构积

极探索涵盖执行职能的“四合一”机制。

　　此外，人民法院还探索借助“外脑”助力提高

审判质效。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规范专家陪审员

参加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福建等地法院建立生态

环境技术调查官制度，湖北等地法院组建环境资

源审判咨询专家库，促进提升专业事实查明质效。

构建一体化保护机制

　　野生动植物和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不以行政

区划为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后果也往往具有

跨越省级行政区划特征。如何优化环境资源案件

管辖和协作机制，织密法网为生物守好天然家园？

　　国家公园是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武夷

山国家公园则是我国首批设立的国家公园之一。

2021年6月，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挂牌设立

武夷山国家公园巡回审判法庭，建阳等4地法院同

步揭牌巡回审判点，以环抱之势形成武夷山国家

公园司法保护圈。

　　2021年11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南平中院

联合打造武夷山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实践基地，并指导武夷山

市人民法院设立全国首个以国家公园命名的人民法庭，三级

法院勠力同心，为武夷山国家公园提供更加专业的司法保护。

　　武夷山国家公园横跨福建、江西两省，地处南平、上饶

两地五县。在两省高院指导下，两地中院和5家基层法院逐

步形成司法协作格局。

　　如今，这样“以山水为盟”打破行政区划的案件集中管辖

机制和协作机制逐步建立。

　　最高法指导各级法院聚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坚持以流域、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及国家公园、自

然保护区等生态功能区为单位建立案件集中管辖机制，发挥

优势作用，促进提升案件办理和生态环境修复质效。

　　各级人民法院落实司法协作机制框架协议，用好用实纵

向协同机制。长江流域各高院建立“1+11”司法协作机制；秦岭

山脉7省（市）高院签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协作框架协议；福建

等10家高院成立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协作联盟。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持续为生态环境

大治理凝聚司法合力，人民法院助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

性、持续性，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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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凡超

　　

　　“您已进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请注意保护野

生动物。”秦岭深处，一块醒目的路牌映入眼帘，

这里是位于陕、甘、川交界处，有着“一脚踏三省”

区位特点的陕西省宁强县青木川镇。

　　近年来，宁强县人民检察院立足公益诉

讼检察职能，坚持能动履职，为保护大熊猫

栖息地贡献检察力量。“我院注重加强跨区

域协作，形成生态保护合力。”宁强县检察院

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该院已与四川省

旺苍县人民检察院、南江县人民检察院建立

了米仓山腹地生态资源跨区域保护协作机

制，全力构建汉江源生态检察保护格局。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全人类共同

的责任。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公

益诉讼职能，开展了案件类型丰富、保护对象多

样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实践。

加大办案力度

　　五彩的花朵，多变的花色，超长的花

期……曾经，外来入侵植物马缨丹是城市春

日里的一抹亮色。可“高颜值”之下，它却具

有毒性，散发着臭味，侵占了其他花草的生

存空间，被称为生态“杀手”。

　　今年年初，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官徐玉峰与同事收到线索称，在城区某处绿化

带内发现马缨丹。他们将现场采集的样本送至

区农业农村委请植物专家进行辨认，确定其为

世界十大毒草之一的马缨丹。该院便依法向城

管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

对城区内马缨丹及早进行处置。

　　收到检察建议后，当地城管部门立即组织

人力及时将马缨丹清除，以凤仙花替代种植，并

将铲除的马缨丹做无害化处理，并与区生态环

境局等职能部门积极沟通对接，发放城市绿化

带常见外来入侵物种提示清单，做好源头把关，

杜绝在绿化建设中引入外来入侵物种。

　　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持续关注动植物

资源保护、种质资源保护、外来物种入侵等生

物多样性保护突出问题，以案件办理为抓手，

充分发挥公益诉讼督促、协同、追责效能，开

展专项监督、加强区域协作，提升保护质效。

　　最高人民检察院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

年禁渔”工作，会同公安部等9部门专项整治长江流域非

法捕捞问题。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长江经济带检察机关

起诉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3100余件5900余人、立案办理野

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1700余件，督促整治非法引进、释放、

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等违法行为。

　　贵州、广西等地检察机关立足“公益之诉、督促之诉、协

同之诉”定位，积极运用诉前磋商、检察建议等手段，充分发

挥诉前程序作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打击危害生物多样性违

法行为、加强栖息地保护、制定专门保护计划等。

发挥外脑作用

　　近日，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在对该县回

车镇大块地村的野生黑壳楠树群落保护整改情况“回头

看”时，发现这里的野生黑壳楠树生存条件得到显著改

善：古树旁新设了永久性保护围栏和古树群落保护公示

牌，每棵树上都有其专属的二维码保护牌……

　　去年5月，西峡县检察院在“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上

收到一条线索称，该县回车镇大块地村的野生黑壳楠树

群落遭到破坏。“野生黑壳楠树群落位于偏远村落，村民活

动与其生存环境交织，容易出现保护盲区。如

何使保护措施更具有针对性就成了重中之

重。”西峡县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第四检

察部主任朱志海介绍说。于是，该院立即启动

公益诉讼办案程序，同时邀请具有林业专业

知识背景的“益心为公”志愿者协助办案。

　　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类型广泛、专业性

强，公益损害问题较隐蔽，不易发现，在线索发

现、鉴定评估、专业化治理中都需要多方力量

协同参与。2022年7月19日，最高检正式启动“益

心为公”检察云平台，让公益诉讼检察有了“千

里眼”“顺风耳”。“益心为公”志愿者可以通过

线索提报、专业咨询等方式参与检察公益诉讼

工作，有效弥补办案力量不足、专业知识欠缺

等问题，提升检察公益诉讼办案质效。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还发挥科研机构、

行业专家等“外脑”作用，推进检察监督、人大

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深度融合。在江西省宜春

市袁州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新发现极危物

种“明月山野豌豆”行政公益诉讼案中，该院依

托与科研机构建立的协作机制，为案件办理提

供了专业技术支撑；在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罗沙贡米特有种质资源

行政公益诉讼案中，该院依托代表建议与公益

诉讼检察建议衔接转化机制，主动向人大报告

工作、争取支持，促进解决保护难题。

凝聚保护合力

　　“对野生猪血木更新了保护设施、完善了

标识牌、安装了监控。”前不久，广东省阳春市

马彬腾农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吴腾对

前来回访的检察官说。

　　猪血木是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植物，被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等级。两年前，阳春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对古树名木进行现场勘查

时，发现当地野生猪血木普遍存在保护标志不

规范、保护设施缺位等情况，遂对有直接管护职

责的有关单位依法立案，同时逐级上报线索。

　　随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开展调查，并启动

一体化办案程序。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三级

检察院分别立案。广东省检察院与广东省林业

局进行了两轮磋商，就厘清管护责任、完善制度

建设等达成共识，并形成磋商意见书。同时，阳

江市检察机关启动公益诉讼“1+N”协同工作机

制，督促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管护方案，切实做到

专人管理、网格管理，严格建立科学有序、运转良好的野生猪

血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案件办结后，广东省林业局联合广

东省检察院共同出台“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

　　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纷纷加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协同

合作，深入开展专项行动，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生效裁判

执行与生态环境修复治理，筑牢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屏障。

　　为加强涉野生动物案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

作，渝黔湘三省毗邻地区的9个检察院、法院、生态环境局

共同签署了《“锰三角”跨区域环境资源执法司法保护协

作联动机制》，各机关在毗邻区联合巡访、互相移送案件

线索等方面形成合力。

　　为构建海洋生物多样性综合保护新格局，珠海市人

民检察院与中山、江门检察机关联签《守护虎跳门、崖门

水道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并建立“府检联

动”机制，推动实现依法行政和能动履职良性互动。

　　万物生灵，美美与共。检察机关将持续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以更加多元方式打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后一公

里”，强强联手护万千生灵家园。

漫画/高岳  

检
察
机
关
精
准
开
展
专
项
监
督

用
公
益
之
诉
护
佑
万
千
生
灵
家
园

□ 本报记者 杜洋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不仅

关乎自然环境的平衡与美丽，更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统筹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

域国家安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危害国家生态安全违

法犯罪活动，有效消除风险隐患。5月20日，在国际生物

多样性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有关负责人介绍了

近年发生的多起典型案件，提醒群众增强防范意识，全

力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共同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2020年4月20日，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群众杨某

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称，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可

疑的外国人活动。国家安全机关迅速联合行业主管部

门开展核查处置。经查，外籍人员奥某某与中国籍同伴

吴某某受境外机构指使，先后数十次赴我国多个自然

保护区，非法采集上千种野生植物物种标本和种子样

本，向境外售卖数千次，获利数十万元。经有关专家鉴

定，奥某某采集的多种植物，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

物。2020年4月21日，有关部门在某自然保护区将奥某某

等两人当场抓获。

　　据国家安全机关有关负责人介绍，盗采者通过社

交媒体联系境外买家，按照对方需求，从2013年开始，前

后数十次赴我国四川、云南等地的24个自然保护区和风

景名胜区，非法挖掘采集500多种野生植物的根茎、种

子，以非法渠道运往境外近2000次，交易流水近百万元，

获利数十万元。盗采者既采集植物活体标本、根茎，还

搜集植物种子，基本上是能采尽采。为了逃避检查，他

们向非法快递中介付费，以虚设公司或组织的名义，由

非法快递中介寄送植株或种子包裹以逃避海关监管。

　　据了解，购买者由境外知名大学、植物协会、学术

研究机构等组织和大量境外人员组成，其高度关注我

国境内稀有的野生植物，指使在华境外人员盗采售卖

植株或种子，可能用于研究我国生物物种、生态系统多

样性等，给我国非传统领域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举报人杨某的极高警惕性和举报行为，有效维护了国家

生态安全。在确凿证据前，奥某某对盗采我国野生植物的

行为供认不讳，相关部门依法对其作出处理。

　　据了解，奥某某与吴某某的行为并非孤例，非法搜

集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案例时有发生。

　　云南省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李某从云南省内

多地向某国邮寄大量昆虫标本，情况较为可疑。在又一

次向国外邮寄标本时，李某和未婚妻被国家安全机关

当场截获。国家安全机关现场查获其邮寄飞蛾、蝴蝶等

昆虫标本4500份。经依法调查，国家安全机关掌握了两

人受利益驱使搜集、制作、邮寄各类昆虫标本7万余件，

获利人民币数十万元的事实。

　　原来，外国人甲某以旅游的名义到云南昆明、大理等

地对生物资源进行考察，其间在某酒店住宿时认识了酒

店服务员李某。甲某请李某带其到昆明的花鸟市场购买

了很多飞蛾工艺品。交流中，甲某表示，若李某能帮其搜

集云南当地特色“工艺品”，将支付丰厚的报酬。

　　在高额报酬诱惑下，李某答应了甲某的要求。李某

的行为被发现后，有关单位依据相关法规对其进行了

处理。甲某公开身份为某国医学、生物学领域研究人

员，其指挥李某搜集、邮寄我国昆虫标本，可能是用于

研究云南省生态环境，进行医学研究，并以标本牟利。

该行为可能导致我国特有生物资源流失海外，成为境

外人员研究我国生物物种、生态环境的样本，对我国生

物科学等方面研究造成被动，影响和危害我国生物

安全。

　　云南省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掌握，曾有大量境外人

员在不同季节前往云南进行昆虫捕捉活动，还以经济

利益为诱饵，收买我国内人员为其捕捉昆虫并制作标

本。经相关部门长期、大量、细致的国家安全宣传教育

工作，此种情况已经逐年减少。

　　2021年，山东省某市市民陈某发现，境外非政府组

织“某研究院”以开展生物物种相关调研为名在我国招

募志愿者，大肆搜集各地的生物物种分布数据信息，并

要求参与者下载专用手机软件，上传采集到的数据。由

于多次接受国家安全宣传教育，陈某意识到，“某研究

院”的行为并非单纯的生态环境科学研究，可能涉嫌危

害我国生态安全。随即，他拨通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受理电话，反映了自己发现的情况。

　　根据陈某提供的线索，国家安全机关对此事进行

了依法调查。调查发现，该境外组织打着科研项目的名

义，误导诱使很多志愿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搜集

我国生物物种分布信息，并刻意绕开相关主管部门的

监管审核，通过专用软件将搜集到的大量信息实时传

输到境外，对我国生态安全造成了潜在危害。国家安全

机关联合相关主管部门，及时查明所谓的“生态环境科

学研究”项目背景，开展了相应的防范处置，有效制止

了我国生物物种分布数据信息的外泄。

　　“生物多样性作为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

安全具有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境外势力非法搜集我国野

生动植物资源样本及相关数据，严重危害了国家生态安

全。国家安全机关对此依法开展相关打击行动，有力保护

我国生物多样性，筑牢了国家生态安全防线。”中国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莫纪宏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莫纪宏注意到，群众的参与在国家安全机关打击

相关犯罪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建议，要继续加强相关

法治宣传教育，增加群众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理解和

认识，增强群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使更多人参与到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中来，形成生态安全保护合力。

　　5月22日是第24个国际生物

多样性日。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

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高度

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坚持在发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出一

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之路。

　　近年来，政法机关能动履职，

依法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活

动，为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本报今天刊发一组报道，敬

请关注。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打击危害生态安全违法犯罪

履职尽责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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