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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凡超

　　

　　这是标注在中国大地上的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坐标———

　　东。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诞生地，浙江省公安机关构建“专业+机

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推进省、

市、县三级“生态行刑共治中心”建设，全链

条深挖严打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守护好绿

水青山。

　　西。初夏时节，站在陕西省府谷县墙头

村放眼望去，黄河在两岸绵延的绿色中静

静流淌。陕西省法院系统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推动专门审判机构司法保护基地全流

域覆盖，常态化开展环资案件执行“回头

看”，打出人民法院护航黄河安澜的法治

“组合拳”。

　　南。云南大理，洱海澄碧似玉、苍山积

雪如银，苍山洱海交相辉映，自然的绝美馈

赠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大理白族自

治州检察机关持续健全完善“河（湖）长+检

察长”“林长+检察长”的协作机制，坚持专

业化、规范化标准，多举措全面强化公益诉

讼检察队伍建设。

　　北。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一棵棵绿树

挺拔，曾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

漠沙地，变成“万里蓝天白云游，绿野繁花

无尽头”的万亩林海。河北省司法厅会同有

关部门研究出台《塞罕坝森林草原防火条

例》等，给塞罕坝森林草原这片“绿色长城”

再筑“法治防线”。

　　……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作为守护绿水青

山不可或缺的力量，政法机关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聚焦主责主业，依

法严厉打击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

罪，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奋力书写天

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法治护航答卷。

夯实法治保障

兼顾“质”与“效”

　　水质连续3年保持全国第一、空气质量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领

跑广西壮族自治区……从昔日的“酸雨之

都”向国家园林城市“华丽转身”的背后，柳

州市生态环境领域精细化立法的引领和保

障作用功不可没。

　　近年来，紧扣依法治市需求，柳州市先

后出台《柳州市莲花山保护条例》《柳州市

城市绿化条例》等法规，以高质量生态环境

保护立法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柳州

市注重从‘小切口’、民生问题出发，出台多

部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

规章，为生态环境保护定好边界、划好红

线、筑好防线。”柳州市司法局有关负责

人说。

　　千帆竞发，奋勇争先。从柳州市到广西

壮族自治区，再到全国，政法机关坚定前

行，注重实绩实效，兼顾“质”和“效”，护航

逐绿前行、因绿而兴的绿色发展之路。

　　公安部连续5年组织开展“昆仑”专项

行动，严厉打击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连续4

年会同生态环境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

专项行动，遏制环境违法犯罪高发势

头……一个个专项行动，表明了公安机关

以“零容忍”态度，剑指破坏生态环境安全

违法犯罪的决心。

　　锚定守护绿水青山蓝天净土的任务目

标，检察机关坚持依法严惩破坏环境资源

保护犯罪，自2020年以来受理审查起诉人数

基本保持在年均7万人以上。对盗采锂矿乱

象、盗采海砂犯罪等问题，最高检会同公安

部、中国海警局印发《办理海上涉砂刑事案

件证据指引》，发布典型案例5批22件，不断

强化指导。

　　人民法院立足环境司法职能，依法公

正高效审理了一批包括“绿孔雀”保护案、

三清山巨蟒峰保护案、非法进口“洋垃圾”

案等一批标志性案件，通过公开审判、释法

说理，使法律法规从刚性约束的“文本法”

转化为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的“内心法”。

　　司法部全面加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制

度建设、质量建设、队伍建设，加大监管力

度，不断提高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规范化、法

治化水平。截至目前，全国经司法行政机关

登记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287家、鉴定

人5098名，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执法司法

活动提供了重要证据支撑。

　　……

　　向美丽中国进发，法治轨道上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愿景愈行愈

近，法治力量托举起一抹抹盎然绿色。

强化协同联动

统筹“防”与“治”

　　仲夏时节的祁连山脉，挺拔的松树直

入云霄，阳光穿透茂密的树枝落在厚厚的

苔藓上。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森林警

察大队的民警们走进一片林区开展徒步巡

查。空中悬停的无人机俯瞰大地，为民警们

做着路线引导。

　　“打要打得狠，但更重要的是‘防患于

未然’。”张掖市公安局森林分局负责人王

瑛说，张掖森林公安机关在探索推行“治安

林长”“河警长”警务模式的同时，积极与毗

邻的省市建立跨区域警务合作模式，提高

对跨省市违法犯罪的快速反应和动态打击

能力。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树立系统观念和

全局观念。近年来，政法机关主动融入长江

大保护、国土资源与耕地保护等重大战略

实施，强化跨域司法协作，服务流域区域系

统保护和协调发展。

　　公安部指导长三角、成渝等重点区域

公安机关，进一步完善区域警务协作和部

门执法联动机制；指导、支持沿黄九省区公

安机关成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警务合作组

织，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

　　如今，全国90％以上省级检察机关、

80％以上市级、县（区）级检察机关积极探索

联合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会签

协作配合机制，强化“司法+行政”履职合

力。各地检察机关还依托“益心为公”志愿

服务平台等公众参与机制，紧紧依靠人民

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拓展法律监督线索。

　　建设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

需要，也是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的责任担当。中国司法始终以开放的姿态，

与世界交流共享。

　　中国法院深化环境司法国际合作，召

开“新时代绿色丝绸之路”环境司法国际研

讨会、气候变化司法应对国际研讨会等国

际会议，形成《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北京共

识》等重要成果，不断拓展国际交流广度和

深度。

推动建章立制

着力“破”与“立”

　　时值春夏交接，站在贺兰山上眺望大

磴沟，2000亩槐树林绿意盎然，削坡覆土后，

一片片绿色在这里扎下了根，让人无法想

象这里曾是一处“地球伤疤”。

　　多年前，此处散乱分布着50余家煤矿企

业和洗储煤场，煤尘弥天、污水横流，山体

植被被破坏殆尽。

　　“沉疴”当需“猛药”。2018年5月，宁夏首

个环境资源法庭——— 贺兰山环境资源保护

法庭应运而生，负责沿贺兰山走势南至青

铜峡市、北至石嘴山市的贺兰山区域内的

环保民事、刑事、行政案件。

　　很快，该法庭办理的首例环境资源案

件就公开宣判，对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的情况下非法占用并破坏大面积原始林地

的武某某、郑某某判处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法律的惩戒让我们深深认识到自身

过错……”被告人武某某当庭忏悔道。

　　从全局上谋势，更要从关键处落子。推

动建章立制、加强专业化建设，是在更高起

点推进生态环境司法的必然要求。

　　人民法院顺势而为，持续深化审判体

制机制改革，健全专门化审判组织体系。目

前，全国已有30个高级法院及兵团分院成立

环境资源审判庭。依托专门审判机构，各级

法院积极探索环境资源民事、行政、刑事案

件“三合一”归口审理，促进依法全面追责

与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的协调统一。

　　公安部组建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统一

承担打击食品药品、知识产权、生态环境、森

林草原、生物安全等领域犯罪职责。各地公安

机关大力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食药环”

犯罪侦查队伍建设，集中开展破案攻坚。

　　最高检组织编写《环境卫生犯罪办案

指引》，指导破坏环境资源案件的办理；联

合最高法颁布相关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

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共同发布海洋生

态环境公益诉讼的首个司法解释；会同生

态环境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生态损害赔

偿工作。

　　生态环境保护做得好，自然资源再生

能力强，经济发展可持续，后劲才更足。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曾这样评价：“中国

在推进环境法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和

振奋的成就，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处于引领

地位。”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从万里长

江到九曲黄河，从东北平原到热带雨林，政

法机关助力绘就的一幅“青山不墨千秋画，

绿水无弦万古琴”的图景正在徐徐铺展。

漫画/高岳  

编者按

　　生态兴则文明兴。进入新时代，生态

文明发展成为一道必答题。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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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之力护航绿色发展之路，助

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从蓝图

变为现实。本报今天刊发一组报道，敬请

关注。

守此间青绿 护万物生灵
政法机关以法治之力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 本报记者 张昊

　　

　　都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鬣

羚与中华斑羚有什么区别？很少有人能说出来，

但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

生态法庭的法官知道。

　　武夷山国家公园里，有多少种兰草在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本地人不一定了解，

但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武夷山国家公园人

民法庭的法官知道。

　　如何保持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

性，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保护自然，

为生态安全构筑最强有力的司法屏障？这些守

护着国家公园的法官们，不断思考并用司法实

践作答。

　　“大熊猫国家公园在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盆

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有着丰富

多样的生态系统。这里是大熊猫和许多野生动

物生长的乐土。”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余琦说，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

庭于2021年4月在天府中央法务区揭牌成立。自

当年5月1日开始收案至今，法庭共受理环资案

件273件，其中刑事案件54件，民事案件135件，行

政案件81件，恢复性司法执行案件3件。

　　这串办案数据背后隐藏着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的“密钥”——— 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

对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7市（州）20县（市、

区）环境资源案件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并采取

刑事、民事、行政、恢复性司法执行“四合一”审

判模式。

　　“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被大家称

为‘行走的熊猫法庭’。来挂职前，因法庭的同志

们经常在路上，常常只能‘文来文往’。”四川大

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副庭长廖宇羿说，法庭

设立至今，法官在巡回审判过程中走过的路程

已达5.5万余公里。2023年5月，她从成都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到法庭挂职后，与同事们一路同行。

　　“1+20”司法协作机制、“1+N”多效巡回机制、

低碳行为令、环境资源矛盾纠纷“诉源治理+”、森

林法官工作站……这些以往在工作总结中出现

的词汇，都在廖宇羿的感受中变得真切、立体。

　　在各项机制中，恢复性司法执行、低碳行为

令、“1+N”多效巡回机制等新司法理念、司法实

践值得一提。

　　余琦介绍说，为鼓励环境资源刑事案件被告人以自

我约束的低碳行为补偿对生态造成的损害，成都铁路运

输第二法院创新建立缓刑考验期“低碳行为令+绿色矫

正”制度——— 被告人自愿签署“低碳行为承诺书”，并承诺

通过“四川法院司法碳普惠”App认真践行绿色低碳行为

以获取碳积分，法院认可其承诺效力，在判决生效后制发

《低碳行为令》并请当地司法局协助执行，确保

被告人的承诺内容能够有效实现。

　　“巡回办案常常山高路远。以一起发生在九

寨沟县的非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案件

为例，除了到当地对该案进行巡回审判，法庭还

围绕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替代性修复方

案安排了多方座谈，并安排了进校园普法活动。”

廖宇羿说，法庭创设“1+N”多效巡回机制，一项工

作对接N个单位，一次巡回涵盖N个内容。

　　“踏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你会看到山披锦

绣、水清岸绿。”对于武夷山国家公园中的景色，

武夷山市法院副院长余崇斌这样描述道。

　　余崇斌曾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人民法庭担任

庭长，他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法庭守护国家公

园生态系统，靠的是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不断扩

大的“朋友圈”，靠的是细化办案、延伸司法职能

的久久为功。

　　滕某听说金线兰有药用价值，为了食用，在

明知金线兰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情况

下，驱车从江西到武夷山市某景区，从岩石上采

摘野生的金线兰、草珊瑚等草药，后被国家公园

执法支队工作人员现场查获。

　　这是武夷山国家公园人民法庭办理的首例

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案。这起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案经公开开庭审理后，于2022年5月

宣判。被告人被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及赔偿生态

植被修复费用，并公开赔礼道歉。

　　“如何才能从源头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法

庭开展了多项诉源治理工作。”余崇斌介绍说，

法庭组织法官、志愿者到国家公园及周边村庄

开展了普法宣传活动。

　　“但守护武夷山国家公园仅靠法院一家远

远不够。”余崇斌说，2023年，法庭联合环保志愿

者组织、国家公园管理局共同开展“萱草花·夷

路同巡”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司法巡护志愿服

务项目，推动“环境问题联排、矛盾纠纷联调、巡

回审判联开、司法保护联动”。

　　从武夷山国家公园巡回审判法庭成立，南

平建阳区、武夷山市、邵武市、光泽县4地法院同

步设立武夷山国家公园巡回审判点，形成环境

资源案件巡回审判机制矩阵化格局，到在武夷

山市法院设立全国首个以国家公园命名的人民

法庭；从推进跨区域司法协作，到生态环境协同

治理……余崇斌介绍了近年来为守护武夷山国

家公园生态环境，当地法院筑起的一道道坚实屏障。

　　“生态资源具有特殊性，我们在严惩涉生态刑事犯罪

的同时，以修复生态为环境资源案件审判工作重点，将恢

复性司法理念贯穿始终。我们将义无反顾守护这方美丽

山水、这座满眼青绿的小城，这正是我们要留给世界的

‘宝藏’。”余崇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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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晨

　　“看，那一大群鸟都是天鹅！”这是

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公安局生态环

境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民警介绍二

卡国家级湿地公园候鸟种类情况时的

一幕。

　　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候

鸟栖息地里的生态警务“密码”是什么？近

年来，公安机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推进候鸟栖息地的保护工作，

用“平安蓝”守护“生态绿”。

　　“5月是候鸟大规模迁徙的关键时

期，这一阶段我们会专门安排警力协助

开展巡逻监测，以确保候鸟平安过境。”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海拉尔

分局生态环境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负

责人说。

　　据了解，候鸟迁徙中一般会沿着固定

的路线行进，在内蒙古地区短暂休整后一

直继续北上，直到飞回俄罗斯西伯利亚等

地生活繁衍。海拉尔地区是候鸟迁徙重要

的中停地，每年春季从外省北迁的大批候

鸟会经此停留、觅食，海拉尔公安的春季

保护候鸟行动也从四月初一直持续到六

月中旬。

　　在候鸟来临前，为了及时消除可能出

现的风险隐患，环食药侦大队不仅会提前

对候鸟集中的栖息区域、湿地、保护区进

行巡查巡护，还会重点清查和清除猎套、

鸟网等非法猎捕工具，进一步严防发生投

毒、猎捕等违法犯罪行为。

　　除了在巡逻防护上下功夫，民警在

日常工作中还主动走访候鸟栖息地附近

群众进行候鸟保护宣传工作，并在核心

区外围制作了醒目的标语、条幅。随着群

众动植物保护意识的增强，仅去年民警

就在热心群众的帮助下救助了20余只野

生鸟类，其中不乏红隼等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同时，海拉尔公安分局还与呼

伦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生动物繁育救

护中心建立了野生动物救助协作机制，

让候鸟更及时地得到专业科学救助，早

日回归自然。

　　从各地实践来看，浙江、湖北、青海、内蒙古等

地公安机关近年来相继推进“生态警长”机制，实

施“生态警务战略”，构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

化保护和治理格局。

　　其中，湖北省公安厅组织全省森警专干担任

“生态警长”，持续强化野生鸟类分布区、越冬

地、迁徙停歇地、迁飞通道、驯养繁殖等

重点场所的“拉网式”巡查巡护。各地

“生态警长”围绕湖北省58处鸟类迁徙

通道重点保护区域，在传统“步巡+车

巡”基础上，打造警用无人机巡查和视

频巡查的空地联勤新模式，构建全方位

空中巡防圈层，为鸟儿栖息、迁飞保驾

护航。

　　在加强巡查守护的同时，湖北各级

公安机关还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自然

资源等部门协作，汇聚专业资源，畅通快

速救助渠道，规范救助程序，构建鸟类救

助体系，帮助受伤鸟儿重回大自然。据统

计，2023年以来，湖北公安机关共协助救

治鸟类等野生动物700余只。

　　“现在湿地周边村民环保意识很强，

知道不能进入保护区，里面的鸟类也越来

越多，我们当好‘生态警长’很有成就感。”

浙江省玉环市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生态

联勤警务站警长张铭说。

　　黑脸琵鹭、卷羽鹈鹕、白腹隼雕……

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如今栖息在这里。漩

门湾湿地科普馆通过设置漩门湾湿地全

貌、围垦历史等模块，全面展示了漩门湾

国家湿地公园的生物多样性，引导公众从

爱护生态环境、学习生物知识、分享保护

理念等方面，积极参与到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中来。

　　据张铭介绍，玉环市公安局对漩门湾

国家湿地公园游客中心进行改造，建成了

集视频指挥、联勤会商、服务接待、值班备

勤为一体的生态联勤警务站，成为生态保

护的“前哨站”、方便游客的“服务站”。同

时，配套制定“1＋7＋N”警务联盟新模式，

社会力量灵活参与，破解偷捕盗捞、破坏

生态等方面难题。

　　为全时空守护野生动植物的安全，玉

环公安与自然规划、生态环境、行政执法

等部门携手，实现“湿地有哨声、警官来报

到、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共同担负起

守护湿地的重要责任。

　　此外，玉环市公安局以派出所和各

部门为主干力量，建立“萤火虫”先锋

队，结合“水上船巡＋陆上步巡＋无人机

空巡”，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巡逻防范、志愿服

务等工作。今年以来，累计开展多部门联合巡查

50余次，收缴河沟内违法设置的捕鸟粘网、地笼、

捕兽夹等20余件，开展无人机喊话驱散可疑人员

20余次，让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成为鸟类繁衍栖

息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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