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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昊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保护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基础。
　　以长江为例，这条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河”拥有独特
的生态系统，包含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多种类型的生态
元素，也是大熊猫、金丝猴、红豆杉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
物的集中分布地。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民法院以司法之力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职责所在。”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庭副庭长刘小飞对《法治日报》记者说，人民法院贯彻实
施长江保护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守护长江生物多
样性的实践，正是司法服务和保障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集中展示。

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

　　2024年5月底，丁某平、肖某伟、刘某波相约在位于长
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自然
保护区）内的重庆市江津区龙华镇丁家沱水域，使用三层
刺网捕鱼。三人捕获的大量渔获物中，还有一尾重0.8千
克的长江鲟。检察机关就三被告人的行为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
　　“这是一起典型的危害长江珍稀特有鱼类犯罪案
件。”江津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姜玲说，江津
区法院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长江珍稀特有鱼类的犯罪行
为，同时积极探索多元化生态修复方式，助力长江水生生
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法院依法判处三被告人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维护国家重点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秩序。
同时，责令三被告人在本辖区自然保护区内搭建人工鱼巢
约1961平方米，强化珍稀特有鱼类栖息地的保护修复。
　　“人工鱼巢建设可促进自然水域产粘性卵鱼类自然繁
殖，通过扩充产卵基质的形式增殖鱼类自然资源，具有保护
鱼类遗传多样性、提高适应能力等优点，还能与增殖放流等
其他修复方式整体谋划、相互补足，从而达到更优的生态修
复效果。”姜玲说，此外，江津区法院利用重庆收容救护中心
救护珍稀水生生物，有长江鲟经及时救治后被顺利放生。
　　广东法院审理易某某非法引进外来入侵物种刑事
案，守护国门生物安全；贵州法院审理破坏野生楠木系列
犯罪案，率先在全国发出古树救治令，紧急救治存活2600
年“古楠木王”……
　　记者了解到，长江保护法施行以来，最高法指导长江
流域法院全面准确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作用，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能力水平。
　　刘小飞说，最高法指导长江流域法院依法惩治非法
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交易野生动植物制品等违法犯罪
行为，妥善审理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物多样性及种群栖息地等案件，
统筹适用刑事、民事、行政法律责任，推动形成万物共生、和谐共存的
优美生态环境。

加强全流域司法协作

　　“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离不开长江流域法
院密切司法协作，也离不开人民法院与地方党委政府、行政执法部门
之间的协调联动。”刘小飞说，最高法强化政策指引，不断提升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能力和水平。
　　2024年11月底，最高法指导湖北法院在武汉召开第三届长江大保护
司法论坛，长江流域11省市区法院联合发布《加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
司法保护倡议书》，提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强长
江流域法院司法协作，推动构建人民法院与地方党委政府、行政执法部
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形成拯救珍稀濒危物种、守住长江流域生态安
全底线的法治合力，打造各方参与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
　　近年来，长江流域各级法院不断强化司法协作———
　　青海、四川、陕西、重庆等地法院加大长江源头、秦巴山区、三峡库区
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力度，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牵头与湖北、湖南、安徽三省高级人民法院
签署建立长江江豚司法保护协作机制的框架协议，推进
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江西省高院与湖
南、湖北高院进一步签署《长江中游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持续深
化跨区域司法协作。
　　……
　　人民法院落实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
流域系统性出发，加强岷江、嘉陵江、汉江、湘江等长江支流保护协作，
搭建秦岭沿线、三峡生态长廊、环丹江口水库等多个跨省联动平台，全
面做好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与此同
时，各地法院
与 检 察、公
安、生态环境
执法机关之
间，在强化线
索移送、信息
共享、配合取
证、修复执行
等方面开展
务实合作，建
立多层次、多领
域协同保护制度机
制671个。

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

　　2024年1月，被告人秦某等人共谋后，在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境内金沙江水
域非法捕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圆口铜鱼，转运至
重庆市销售，造成水生生物资源损害价值69万余
元。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以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秦某等4人三年
五个月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追缴违法所得。在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中，胡某等7名被
告与公益诉讼起诉人达
成调解协议，连带
承担生态损害
赔偿费用
及鉴定
费用71
万余元，
并在国家级
媒体公开赔
礼道歉。
　　“对受
损生态环境
进行原地修
复，才能更
好实现生物
多样性保护
的效果。”渝北
区法院环境资

源审判庭庭长任韵霖告诉记
者，因生态环境受损地和案件
审理法院所在地分别位于玉龙县
和渝北区，两地法院协作开展圆口铜
鱼生存地的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渝北区法院与玉龙县人民法院签订
《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委托协议》，由玉龙县法
院受托对生态修复金进行专项管理，邀请西南
大学环境资源专家出具咨询意见，制定生态修
复方案，明确了放流物种、数量及放流方式。
经当地渔业执法部门审查后，云南省丽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玉龙县法院与渝北法
院等多家单位于4月3日在当地金沙江
流域进行增殖放流活动。丽江中院联
合云南、重庆两省（市）法检、农业农
村委等15家机关单位制发《长江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丽江倡议》，以法
治化思维凝聚流域治理共识。
　　刘小飞说，最高法

指导长江流域法院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持续创
新增殖放流、补植复绿、技改抵扣、碳汇认购、搭建人工鱼巢等生态环
境修复执行方式。在“中华水塔”三江源、“南水北调”水源地、大型湖
泊、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等地点，人民法院积极设立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修复）基地，把对环境的司法保护从审判阶段延伸至判后环境修复
阶段，切实保障生态修复义务有效履行，全力维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平衡。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随着夏日到来，东海伏
季休渔期正式拉开帷幕。为
守护好海洋生态修复的“黄
金窗口期”，上海铁路运输检

察院近日联合当地政府、海警部门深入
码头、渔船和渔村，开展伏季休渔政

策普法宣传活动，切实提高广
大渔民的知法守法意识，

以法治力量守护海洋
生态。
　　听完检察官
的现场宣讲，渔
民们纷纷表示将
遵守休渔规定，
配合执法，还有
渔民计划参加

“ 转 产 就 业 培
训”，为保护海
洋生物多样性
出一份力。

　　中国式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在美丽中国
建设的奋进路上，如何以高

质效办案筑牢保护生物多样
性法治屏障？各地检察机关因地

制宜聚焦动植物保护、外来物种入侵
防治等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

严惩犯罪

　　“我当时觉得，只要偷偷摸摸把鱼运到重庆，脱
手之后就万事大吉了。直到看到生态损害评估报告，
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近日，在云南省丽江市
“长江第一湾”的增殖放流活动现场，民事公益诉

讼被告吕某满怀悔意，将300尾细鳞裂腹鱼
苗放入金沙江。

　　2024年1月，秦某、吕某等人在丽江市玉
龙纳西族自治县金沙江水域非法捕捞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圆口铜鱼291.7斤，运
至重庆市销售时被查获。经专业机

构评估，该行为对水生生物资源
造成损害价值达69万余元。
　　案件办理过程中，重庆市渝北
区人民检察院将秦某、吕某等人危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政公益诉
讼案件线索移送玉龙县人民检察

院。玉龙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
依法对该县渔政主管部门监管不到位

的情况进行监督，并与渝北区检察院签订
加强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协作配合的工作

意见。
　　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保持打击破

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的
高压态势，不断提升生物多样
性保护水平，助力守护好万物
生灵。
　　湖北地处“长江之腰”，

是长江干线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也是守护母亲河生态屏障的关键
防线。2024年，该省检察机关通过深入开展“助力流域综合治理”专项
检察活动，共受理审查起诉长江流域非法捕捞、非法采砂等犯罪3294
人，立案办理湿地保护、湖泊治理等涉流域公益诉讼案件5218件。
　　山东、河南、四川等地检察机关探索创设“刑事检察+公益诉讼+
社会评估”办案模式，完善刑事民事“双责同追”体系，确定“专业化法
律监督+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

以专业化办案构筑生物多样性保护检察屏障。

协同共治

　　前不久，在碧波荡漾的浙江金塘岛大丰河道边，检察
官与野生动物保护公益组织人员联合回访，通过芦苇丛
中的野外夜视红外监测屏看到2只毛色油亮的水獭正带
着幼崽捕鱼嬉戏。
　　水獭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维护生态平
衡有着重要作用，被称为水域生态“风向标”。2024年3月，
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在水獭保护站设立检察联络点。针对
及时排查出的非法电鱼、非法铺设铁丝网等影响水域生
态环境线索，舟山市检察机关分别向农业农村、生态环境
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建立打击电鱼行为工作机制，
在水獭活动区域增设警示标识、加强普法宣传，并通过跨
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常态化保护机制，切实筑牢水獭
生存环境保护屏障。
　　秦岭红豆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因非法采挖一
度面临生存威胁。陕西省凤县人民检察院针对监管部门
存在管理漏洞、群众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制发诉前检察
建议9件，推动构建“县级统筹—乡镇网格—村社联动”的
三级保护体系。
　　如今，该县野生红豆杉分布区设立警示牌，由护林员
定期巡查，普法宣传县域9个乡镇全部覆盖，曾经的“濒危
树种”重焕生机。不止于红豆杉，凤县检察院辖区内的百
年古槐，千年古银杏“夫妻树”的保护更是检察履职的缩
影。凤县检察院通过设立“检察公益诉讼保护基地”，联合
林业部门划定保护红线，拆除周边违建、铺设生态围栏，
让古树名木成为秦岭生物多样性的“活名片”。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洋生态的“活指标”，是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粤闽桂琼四省份20个地市检察院共同
建立中华白海豚保护检察联盟、发布检察倡议书，着力打造
“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生物多样性综合保护新格局。

科技赋能

　　走进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的黄河
流域检察公益诉讼协同平台，能看到巨型电子屏上，一条条
信息线索实时跳出、不断汇聚。
　　“该平台采取分级授权管理模式，集信息共享、线索
移送、调度指挥、办案协作等功能于一体，可实现案源线
索‘一池汇聚’、数据分析‘一屏展示’、检察办案‘一网赋
能’、指挥调度‘一键联动’、四检融合‘一体履职’。”技术
人员边演示平台功能边介绍道。
　　2024年8月，郑州铁路运输分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
发现，两级检察院办理的猎捕“三有”保护动物壁虎案

中，一条猎捕、收购、加工、销售野生壁虎的黑色产业链已形成。犯
罪网络辐射至郑州、开封等地，严重破坏黄河流域物种平衡，更危
及黄河沿岸生态系统。
　　据郑州铁检分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康聪玲介绍，检察机关通过
黄河流域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锁定关键证据，用
无人机航拍技术精准定位猎捕现场，并实地调研固定证据。
　　候鸟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地处世界候
鸟南北、东西迁徙通道较为关键的位置。
　　自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将“捕鸟网”列入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以
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上海、山东、福建、宁夏、天津等地部署线
上线下合力整治生产、销售、使用雾网等捕鸟网的违法情形。检察机
关督促大型互联网平台加强管理，开展“绿网计划”——— 在电子商务、
社交平台等搜索“捕鸟网”等关键词时，会自动跳转到“绿网计划”页
面，通过对法律法规、濒危动物现状、守护行动的讲解，警示预防潜在
的违法行为。
　　“马上就是互花米草的生长期，必须加强治理督导，全面提升综
合防治能力，确保清理整治圆满完成。”今年初，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人民检察院再次与即墨区海洋发展局召开座谈会，商讨今年互花米
草防治工作。
　　2024年1月，即墨区检察院通过大数据分析、走访调查和技术辅
助手段发现，辖区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的治理效果并不明显，不断
侵占本土生物生存空间。在检察机关监督下，即墨区海洋发展局采取
物理与生物技术相结合方式开展科学除治工作。目前，当地互花米草
清除率已达到90%以上。
　　一羽一鳞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
　　各地检察机关将持续以法治利剑斩断生态破坏黑手，以创新机
制凝聚保护合力，以检察蓝守护自然绿，让万物生灵在法治阳光下自
由生长，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

漫画/高岳  

□ 李欣蔚 许娟娟

　　青海省格尔木市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其辖
区范围内的格拉丹冬雪山孕育了长江源之
一 ——— 沱沱河。从沱沱河的辫状河道远眺，唐
古拉山脉连绵的雪冠在阳光下碎成银鳞，山下
藏羚羊悠闲踱步，远处的野牦牛甩动长尾，空中
的苍鹰展翅翱翔……这里因水源优势，生存着
许多青藏高原独有的野生动物，是世界上高海
拔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法庭曾经审理多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刑事案件。盗猎者扣动扳机，打破的不仅
是高原的寂静，更是法律为生命筑起的防线。
　　审理马某某等人猎杀国家Ⅰ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白唇鹿案时，审判团队对该案各被
告人均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并

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通过媒体就危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向社会公众赔礼
道歉。我们在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积极构建
“刑事惩罚+赔偿损失+生态修复”的协同治
理机制，引导公众增强生态观念、提升保护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意识。
　　在被告人韩某某等人猎杀国家Ⅰ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野牦牛案中，法庭依法对被告人
韩某某等人判处二年至九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其中四名被告人被判处连带承担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金及评估费，通过省级媒体就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法
庭通过强化上中下游犯罪一体化惩治，全链条
打击，斩断利益链条，坚持以法治强力保护“高
原之舟”野牦牛，保障生态安全。
　　今年是长江保护法施行四周年，也是我们

所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从格尔木市到沱沱河，
往返奔波开展工作的第四个年头。我们积极延
伸环资审判触角，在每年全国生态日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格尔木市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
判白皮书》和司法审判保护案例，沿109国道沱
沱河段铺设宣传展板，设立法治宣传和生态保
护教育基地，积极探索“司法+行政”模式……
这些汇成了“科普+法治+生态保护”生物多样
性宣传教育工作的长卷。
　　每当看到沿途草甸上的“精灵”悠闲信步，心中
信念便愈发清晰：我们所守护着的长江源头——— 青
藏高原这片大地上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生态密
码”，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绿色根基。
　　（作者系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庭法官及法官助理，本报记者张昊
整理）

□ 鲁志强

　　长江奔涌，青山叠翠。作为长江流域重
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安全屏障，三峡地区
素有长江流域“绿色宝库”“物种基因库”之
称。近三年来，我们依法起诉非法捕捞、非法
狩猎、滥砍滥伐等涉流域生态环境犯罪957
件1418人，办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1566件。
　　案件办结不是终点，而是接续不断的起
点。我们积极通过补植复绿、增殖放流、林业
碳汇等方式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推动流域
司法从“治罪”向“治理”转变，持续改善珍稀
动植物栖息地环境。
　　湖北宜昌是目前唯一已知的中华鲟产
卵场。针对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
问题，我们立办中华鲟保护系列公益诉讼

案。从水域到岸线，从栖息环境保护到种群
保护，多次邀请专家召开专题研讨会，以检
察建议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职，投入资
金1200余万元提档升级建成中华鲟保护区
科普展览馆，同步开展水产专家驻点技术指
导，推动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共治的中华
鲟保护大格局。该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
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生物多样性保护若仅停留在“治标”，无
异于扬汤止沸。我们以“破表象、挖根源”的
双向思维，既重拳打击破坏生态的“眼前
疾”，更聚焦制度创新与系统修复的“长远
策”。我们探索建立三峡生态检察官制度，
创新“刑事打击先导、公益诉讼主导、民事
行政跟进”融合履职模式和“检察建议+行政
磋商+调查报告”源头治理模式，以“四大检

察”融合履职推动个案办理向类案监督延
伸，更好实现惩治犯罪与生态修复、纠正违
法与源头治理、维护公益与促进发展相统
一，努力为长江流域司法治理提供“检察样
本”。“三峡生态检察官”获评“湖北省社会治
理创新十佳案例”“第四届全国检察机关优
秀文化品牌”等。
　　守得住青山，诉得清正义，方留得住万
物生生不息。如今的宜昌，一江清水东流，两
岸青山如黛，生态安全屏障有效构建，绿色
发展根基更加牢固。我们将锚定“长江生态
保护检察典范”目标，续写生态修复、环境保
护、绿色发展新篇章，让长江母亲河永葆生
机，让三峡“基因库”代代相传。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部主任，本报记者董凡超整理）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万物共生 和美永
续”，呼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之路，进而推进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
　　近年来，政法机关精准高效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推动
构建生物多样性综合保护新格局，为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国家生态安
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法治力量。本版今天刊发一组报道，
敬请关注。

人
民
法
院
充
分
发
挥
审
判
职
能
作
用
贯
彻
实
施
长
江
保
护
法

守
护
长
江
生
物
多
样
之
美

检
察
机
关
以
高
质
效
办
案
筑
牢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法
治
屏
障

护
佑
万
物
生
灵
自
由
生
长

履职担当护长江源头“生态密码” 善作善成守好三峡物种“基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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