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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世界环境日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帅标

□ 本报通讯员 张宏坤

　　

　　专业性法庭+恢复性司法，让环资审判“专”起来；司法

保护基地+环保研学营地，让环保宣传“活”起来；诉源治

理+部门联动，让基层生态治理“和”起来……近年来，湖南

省洪江市人民法院积极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念好“专”“活”

“和”三字诀，不断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守护天蓝、水

清、岸绿美丽乡村风景线。

环资审判“专”起来

　　2019年以来，洪江市法院连续6年部署开展“春雷行动”

“利剑行动”“飓风行动”等环境资源审判专项行动，持续加

强对大气、水域、土壤、山林等污染和破坏案件的审理力

度，采取院长带头审判、定期清查、跟踪督办等方式，积极

适用刑事制裁、民事赔偿、行政监督和生态补偿修复责任，

坚决当好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卫士。

　　为进一步提升环资审判专业化水平，该院立足托口镇

是沅江之始、清江湖国家湿地公园所在地的地域特色，在

托口法庭设立环资审判专业法庭，刑事、民事、行政非诉审

查“三审合一”归口办理洪江市辖区内所有涉环资案件；建

立涉环资类案件专门台账，开通审判执行“绿色通道”，对

涉环境资源案件快立、快调、快审、快执，审判质效明显

提升。

　　2019年以来，洪江市法院共计审结非法采矿、非法捕捞

水产品、失火、滥伐林木、非法狩猎野生动物、非法占地

等各类环资案件140件，有力护航了洪江市“生态+产业”

“生态+旅游”的蓬勃发展。

　　5月16日下午，托口法庭联合公安民警、林业专家到黔

城镇小江村，对一起失火案的生态修复情况进行判后监督

回访，实地核查该案复绿树种规格、密度、成活率及复绿面

积等情况，严防生态修复“烂尾”。

　　这是洪江市法院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审理环资案

件的缩影。该院在办理涉环资刑事案件中，始终将环境资

源的修复放在首要位置。在判处被告人刑罚的同时，责令

其“补种复绿”“增殖放流”“替代修复”“劳务代偿”，并积极

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对生态修复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形成

“破坏—判罚—修复—监督”完整闭环，确保生态修复

到位。

环保宣传“活”起来

　　6月3日，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洪江市法院联合在洪江

市清江湖国家湿地公园设立司法保护基地和增殖放流示

范点。两级法院将常态化在此开展巡回审判、诉前调解、增

殖放流、法治宣传等活动，助力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在2023年8月15日首个全国生

态日，洪江市法院筛选发布9个本土环资审判典型案例，并

通过漫画释法形式，图文并茂解读案例内容。“无证擅自开

采矿产资源，违法！”“砍伐自家林木，也要先办理林木采伐

许可证。”简洁明了的语言，形象生动地宣传了生态环保法

律知识，获得广泛好评。

　　同时，洪江市法院不断延伸审判职能，在抓好执法办

案的同时，结合世界环境日、全国生态日、开学第一课等重

要节点，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巡回审判、漫画说法等形式开

展丰富多彩的环保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6月3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模拟法庭在托口法庭青

少年环保法治研学营地举行。穿上法袍，敲击法槌，核对当

事人身份，组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当场宣判……来自托口中学的9名学生分别扮演法官、

检察官、辩护律师、当事人，模拟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的庭审全流程。

　　洪江市法院秉持“环境保护从娃娃抓起”理念，在托口法庭建设湖南法院首个青少年环

保法治研学营地，设立法治研学楼、环保典型案例围栏、百法长廊、宪法广场、咖啡书吧，让

青少年学生通过模拟法庭、观看环保小电影等沉浸式、体验式活动，在“玩”中提升法治意识

和环保意识。

生态治理“和”起来

　　“生态环境保护是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发力、共建共治。”据洪江市法院院长贺湘云

介绍说，近年来，该院抓前端、治未病，治罪与治理并重，通过部门联动和诉源治理，助力基

层生态治理和谐发展。

　　2024年5月，洪江市法院联合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林业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

资源局等7家职能部门签订《关于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与司法联动工作机制的实施方案》，

明确将通过联席会议、联合培训、联动宣传、信息共享、数据会商等活动，实现环境资源司法

保护与环境执法的双向有机衔接，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系统保护、整体保护和协同保护，促进

生态保护治理水平有效提升。

　　托口镇清江湖沿岸此前有水上筏钓平台5座、网箱20余个、渔船1200余艘，野生鱼类交易

一度如火如荼。禁捕退捕以来，托口法庭应声而动，积极参与“水上清库”“岸上清理”等行

动，与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一道，走村入户，讲政策、明法律，使清理行动顺利进行。除430

艘渔船贴牌登记转为农用船只外，其他渔船、渔网、渔具、筏钓平台等均被顺利清理，野生鱼

类交易全面叫停。

　　如今，洪江市已成功创建湖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获得2023年湖南省生态环境领域

真抓实干督查激励表彰。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茶溪村、下坪村、翁朗溪村等一批“清凉经

济”、生态康养、生态采摘、苗瑶风情的特色园区、特色村寨火出了圈……

　　贺湘云表示，下一步，洪江市法院将继续深入践行“两山理论”，不断创新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机制，以高质量审判全力护航“山水稻城”生态环境，推动绿色经济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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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张

雪泓 北京市人民检

察院6月3日向社会通

报，自202 1年《北京市

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

和绿色发展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实施以

来，全市7个生态涵养

区检察院共办理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

公益诉讼案件3072件，

制发检察建议90 4件，

提起公益诉讼45件。针

对破坏环境资源违法

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坚

持“刑事打击+公益修

复”办案模式，形成信

息及时共享、线索实时

流转、问题随时会商的

一体办案新格局。

　　北京市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祁治国介

绍，20 2 1年6月正式实

施的《条例》明确了首

都生态涵养区包括门

头沟区、平谷区、怀柔

区、密云区、延庆区、房

山区和昌平区的山区。

自《条例》实施以来，生

态涵养区检察院已办

理支持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磋商或提起诉讼

案件92件，坚持检察公

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同向发力。

　　祁治国介绍，北京

市检察院建立的数据

平台，能够实现以环资

领域罪名筛查为基础

的刑事案件线索自动

抓取和定时推送。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和

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设立的生态检察工

作室，统一履行生态检察职能，通过提前

介入引导侦查，补强公益受损事实、受损

程度等证据，借助卫星遥感影像公益诉

讼调查取证，推动追加犯罪事实，有效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形成打击犯

罪和公益保护的办案闭环。

　　祁治国说，大数据赋能让检察监督

更有效。针对生态涵养区区位特点，检察

机关积极建用“非法倾倒建筑垃圾、非法

采矿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获取数据信

息309亿余条，借助卫星遥感影像等技术

辅助手段推动案件办理，发现非法倾倒

建筑垃圾、非法采矿点位8处，违规车辆92

辆倾倒268趟次，精准聚焦违法主体。在办

理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中，房山区检察机关通过模型数据碰撞

对比，成功追加公益诉讼被告，要求违法

行为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失费用等共计1.4

亿余元。

　　本报讯 记者韩宇 实习生窦靖涵

记者6月3日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与中国

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关于《环境资

源保护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签署仪式上获悉，辽宁高院设立首个环境

资源司法保护基地——— 黑土地司法保护基

地，以新质生产力激活环境资源司法保护

新动能，持续擦亮环资审判司法品牌，推动

形成具有辽宁特色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实

践样本。

　　守护好黑土地，事关民生福祉，更离不

开法治保障。据介绍，辽宁高院选择中国科

学院沈阳生态所“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作为黑土地司法保护基地，

充分发挥黑土地保护与修复、科普宣传教

育、案例推广、专业培训、产业振兴等多元功

能，强化科学技术、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赋

能，是探索环境资源“恢复性司法实践+科

技创新”的有益尝试。

　　设立黑土地司法保护基地是《协议》中

的一项重要内容。《协议》立足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重大战略要求，明确了专修基地建设、

智库共享、资金使用、平台共建等4项合作机

制，在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黑土地保护与

利用、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生物多样性保

护、服务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等领域开展深度协作，旨在解决环境资源审

判前端和后端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推动科技

创新与司法保护融合发展，提升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立健全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协同创新的环境资源保护协作新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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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高院首设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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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方面，桂林市漓江风景名胜区管

理委员会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法检两院、生

态环境厅共同签署《建立漓江流域生态环

境司法保障服务联动机制框架协议》，进一

步加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建立漓江生态环境司法保障服

务联动中心、漓江司法保护大数据联动执

法中心，执法司法高效联动，严惩破坏生态

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桂林检察机关通过“专

业化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

合治理”生态检察模式，创新对漓江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监督，以“大专项+小专项”妥善

解决一批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问题。

全民参与同向发力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以最严密法治治理生态环境，持续精准

“治乱”、系统精准“治水”、深化精准“治景”，

今日漓江，山青水碧生态美，绿色发展的成果

正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作为国内江河综合治理典范和世界级生

态环境保护样板，漓江的生态保护折射出美

丽中国建设的突出成就。

　　6月3日，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

处主办的2024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上，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涂瑞和表示，过去

几十年来，中国开展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生态

系统修复工作，建立了政府主导与民间和企

业积极参与的良好机制，取得的成就得到国

际社会高度评价，期待中国相关政府部门积

极与国际社会分享生态保护和修复的良好实

践和案例。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

主任、研究员田春秀认为，当前，美丽中国建

设迈出重大步伐，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仍然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

关键期，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任重道远，生

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生态

环境安全压力持续加大，全面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需要全社会深度参与，需要政府、企业、

社会多方同向发力。

　　近日，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深入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

动工作方案》，对未来两年美丽中国全民行动

推动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

法治护航 共建美丽中国

  图① 6月3日，安徽省含山县司法局普法志愿者走进安徽师范大学附

属实验小学开展“保护生态环境 共建美好家园”主题活动。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欧宗涛 摄  

  图② 近日，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秦皇岛市人民检察院、

北戴河新区人民法院、北戴河新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相关单位开展“守护

海洋蓝，共建生态圈”海上增殖放流活动。图为30余万尾适合当地海域

生存的鱼苗被放流大海。

本报记者 周宵鹏 本报通讯员 韩国勇 胡奕宁 摄  

  图③ 6月3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组织法官到西沙河沿

岸、河道清理垃圾杂物，并向市民宣讲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图为法官志

愿者在清理水面漂浮物。 本报通讯员 吉喆 摄  

  图④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近日在涪陵区石沱镇案发地附近靠

长江边开展巡回审判，当庭宣判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100余名退捕

渔民、周边群众等旁听庭审。图为庭审现场。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本报通讯员 邹艳艳 摄  

①

②

③ ④

　　本报讯 记者赵志锋 甘肃省高级人民

法院近日联合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商务

厅、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省工商联等5部门制

定出台《关于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优化营商环

境服务招商引资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五方面

21项具体措施，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

招商引资、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要求全

面落实在法院工作各环节、全过程，依法能动

履职，主动当好民营企业“老娘舅”。

　　据悉，《实施意见》主要包括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以及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优化营商环

境、服务招商引资、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

方面具体举措：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建立“招商引资马上跟进”机制；坚持平等保

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坚决制止侵

害民营企业家人格权违法行为；依法维护平

等公开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民

营经济创新发展；积极助推法治政府、诚信社

会建设，大力营造守法、诚信、有序市场秩序；

持续提升司法服务保障水平，提升涉企案件

办理质效。

　　《实施意见》制定过程中，甘肃高院通过

发送征求意见函、组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广

泛征求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代

表、全省法院营商环境特邀观察员、省级相关

单位以及各中级人民法院的意见建议，对具

体条文反复修订完善，确保各项举措精准聚

焦、有的放矢。甘肃高院将结合审判执行工作

实际，进一步加强与省发改委、省商务厅等的

协调联动，认真抓好《实施意见》的贯彻实施，

以高质量司法审判扛稳扛牢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治责任、法

治责任和审判责任。

　　本报讯 记者潘从武 通讯员荣丽

房素英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乌鲁木齐

铁路运输检察院与新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近日共同签署《“生态环境司

法+碳汇”协同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并举行

座谈，探索新疆生态环境司法修复新路径，

确定在程序适用、专业协作、诉源治理、普法

宣传等方面加强合作。

　　座谈会上，新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新疆碳

排放交易中心的发展历程、碳权交易市

场运行及经验成果等情况，以及交易中

心在碳减排、碳金融、碳投资等方面的业

务发展与体系建设。乌鲁木齐铁路运输

检察院检察长刘胜彪介绍了该院在生态

环境保护和修复方面的探索实践，并希

望通过此次合作为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和

修复贡献更多力量。乌鲁木齐铁路运输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倩介绍了该院集

中受理北疆区域涉环境资源案件后，在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实

践，希望通过这次合作，共同助力“双碳”

目标的实现。

　　“法院将牢固树立恢复性司法理念，落

实‘损害担责、恢复生态、堵疏补漏’原则，坚

持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的优先地位。”李倩

说，此次三方联动，将引导行为人通过自愿

认购碳汇的形式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这也是司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生动体

现，有助于从法律上震慑损害生态环境的违

法行为，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

统一。

新疆三方协作探索生态环境司法修复新路径

甘肃高院出台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意见

建立“招商引资马上跟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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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鹏要求，要抓紧抓实重点任务，结

合辽宁实际，抓好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

法工作；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深入实施提

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持续深化公正

司法，加强司法权力运行制约监督，加强

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快建设法

治社会，深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打造辽

宁特色法治文化，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法治

化水平；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建设，推动形

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持续提升辽

宁法治建设整体水平。要加强政治建设、

制度建设、能力建设，着力建设一支忠于

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法治

工作队伍。

让法治成为辽宁全面振兴坚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