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检察新闻检察新闻
编辑/陆青 校对/侯静

电子信箱：zbs@jcrb.com 联系电话/（010）86423531
2022年 5月 22日 星期日
网 址：http://www.jcrb.com

本报讯（记者曹颖频 通
讯员彭帅） “去年，我们办理
了某建材公司破坏生态环境资
源民事公益诉讼案，被告服判，
当庭支付补植复绿费用 60 余万
元。今天，我们共同见证，将这笔
损害赔偿金以最优方式兑付给
大自然。”日前，在四川省广元市
检察院与市中级法院、市林业局
共同设立的生态修复和古树保
护基地揭牌仪式上，全程参与这
起民事公益诉讼案办理的广元
市检察院检察长刘萍深情发言。

2021 年 3 月 12 日，广元某
建材公司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民
事公益诉讼案开庭审理。“该公
司在生产开采过程中，超许可
范围占用集体林地，致使山体
结构严重破坏、林地被毁，部分
林地表层已被完全剥离，损毁
程度不可逆转。”刘萍作为公益
诉讼起诉人出庭履职，发表意
见。经审理，法院支持了检察机
关的公益诉讼请求，判决被告
公 司 赔 偿 生 态 修 复 金 60 余 万
元。被告公司服判并当庭支付

了赔偿金。
由 于 案 发 地 地 表 完 全 剥

落，不符合复绿条件，为科学用
好这笔损害赔偿金，达到生态
修复效果，广元市检察院与市
中级法院、市林业部门多次沟
通协商，深入调研走访，了解到
该市利州区三堆镇龙星村龙池
古树公园内有一片古树（属于我
国特有的珍稀树种——铁坚油
杉），其中一棵堪称“铁坚杉王”，
树龄高达 1900年，树高约 30米，
树冠约 4 米，为两树合抱，经千

年共生共长融为一体，被当地群
众称为“千年夫妻树”。

为了让这些铁坚油杉得到
更好保护，三家单位最终决定
把 60 余万元的生态损害赔偿金
用在龙池古树公园，专门设立
生态修复和古树保护基地，选
取铁坚油杉的伴生树种和速生
树种进行补植复绿。“这次生态
修复，将有 3580 棵桢楠、27537
棵杉木被种植于此，成为铁坚
油杉古树群的‘新朋友’。”刘萍
告诉记者。

据介绍，近年来，广元市检
察机关坚持“专业化监督+恢复
性司法+社会化治理”理念，积
极践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检察实践，共办理各类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案件 878 件，要求损
害人共计履行生态环境赔偿费
和修复金 9500 余万元，还推动
建立了专门的补植复绿生态修
复基地、生态保护基地和增殖放
流基地。目前，各基地已补植树
木 5 万余株，投放鱼苗 7.4 万余
尾，放归猕猴 15只、黑熊 2只。

千年铁坚油杉有了“新朋友”

■第二十九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特别报道■

本报讯（记者李轩甫 通
讯员杨柳青） 日前，由海南省
三 亚 市 检 察 院 提 起 公 诉 的 苏
某、张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一案，法院二审
后维持原一审判决，以张某、苏
某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分别判处二人有
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和有期徒刑
一年，各并处罚金。

一年前，在三亚市太阳湾
酒店海边的礁石上，苏某两次
非法猎捕两只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动物砗磲 （砗磲是海洋中最
大的双壳贝类，被称为贝王），
张 某 非 法 猎 捕 、 杀 害 砗 磲 一
只。

近年来，三亚市检察机关
立足职能，先后办理了多起非
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砗磲、海龟、珊瑚等案件，有
效打击了此类犯罪。然而，由
于经济利益驱使，非法猎捕、杀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现象
屡禁不止，对海洋生物多样性
造成了极大破坏。

为此，三亚市检察机关以
强 化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工 作 为 抓
手，及时出台开展守护海洋生
态 资 源 多 样 性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专 项 监 督 工 作 方 案 ，对 线 索
梳 理 、工 作 配 合 、办 案 效 果 等
提 出 明 确 要 求 ，并 为 检 察 干
警配备执法记录仪、高清照相
机 、无 人 机 等 装 备 ，为 开 展 专
项 监 督 工 作 提 供 强 力 保 障 。
同时，三亚市检察院定期向市
委 、市 人 大 、市 政 府 报 告 专 项
监督工作开展情况，争取上级

领导支持。
为推动专项监督工作深入

开展，三亚市检察机关还积极
推动建立沟通联络机制，与海
洋 行 政 执 法 机 关 加 强 沟 通 联
系，扩展线索收集渠道；聘请专
业人员为信息联络员，每月定
期向检察机关反映情况；加快
推进执法司法信息共享，定期
与自然资源部门和生态环境部
门对破坏海洋生态环境方面的
信息进行研判，共同研究治理
措施。

专项监督守护濒危海洋动物安全

近日，湖北省仙桃市检察院督促非法捕捞者张某、曾某在长江支流汉江流域进行增殖放流，以修复被破坏的渔业资源和水生态环境，
保护生物多样性。在人民监督员和当地群众的见证下，张某、曾某共增殖放流花鲢 2000 余尾。 本报记者蒋长顺 通讯员印家宽摄

【长春市检察院】

制发二十条意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于贺 通讯员杜淑鹤 刘书岑） 近日，吉林省长

春市检察院出台《关于坚持检察能动履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二十条意见》。意见共涵盖 5大方面 20项具体措施，包
括在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开辟企业维权“绿色通道”，对受理的涉企
案件统一办案标准，快速流转、优先办理、重点监督；对涉企认罪认罚
案件积极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防止久押不决、久拖不决；
开展涉企案件“挂案”清理，及时对涉企案件提前介入，加强引导侦查
取证，推动涉企案件快速侦办等。

【宜春市检察院】

出台措施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刘荣松）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检察院出台《关于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助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围绕
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一号改革工程”提出 22 项具体措施。
措施提出，要加大对数字经济、锂电新能源产业、中医药产业等重点
产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积极开展民事审判及执行活动专项检
察监督，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检察监督力度；主动开展行政
非诉执行监督、涉企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
措施具体列出检察人员依法规范办案的 10 项正面清单、8 项负面清
单及 15项司法政策清单，细化检察人员履职权限。

检察力量呵护生态多样之美

针对珍稀濒危物种小花老鼠簕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迅速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及时改
善了小花老鼠簕群落的生存环境。图为近日防城港市检察院检察
官回访查看小花老鼠簕的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邓铁军 通讯员许洋宾摄

本 报 讯（记 者 肖 凤 珍）
“经过多方努力，轿子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种类
显著增加。前不久，当地还用
红外相机抓拍到豪猪昼间活动
的照片。”这是云南省昆明市
检察机关持续跟进轿子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工作的一个
缩影。

轿子山是滇中第一山，其
特有的动植物资源是云南生物
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国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关键区域。但多年来，周边群
众长期漫山放牧，导致保护区
内森林生态资源及野生动物栖
息环境受到破坏。尤其高海拔

区域的生态十分脆弱，一经破
坏很难恢复，禁牧工作势在必
行。

轿子山保护区位于昆明市
禄劝县和东川区交界处，由于
缺乏实际操作性强的法规制度
支撑、多头管理导致监管空白
等原因，轿子山保护区禁牧工
作面临种种困难。为有效推进
轿子山保护区禁牧工作，2021
年 6 月 4 日，昆明市检察院挂牌
成立“云南轿子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检察公益诉
讼实践基地”，并与市林业和草
原局等 6 家单位共同会签意见，
在市级层面搭建起保护昆明市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协作

平台，形成保护合力。
2021 年 8 月，在前期对轿子

山保护区进行多次调研、与保
护区相关行政机关座谈沟通的
基础上，昆明市检察院向市委
提交关于推进轿子山保护区禁
牧工作的决策咨询报告。昆明
市委领导高度重视，当即作出
批示，对组织编制昆明市轿子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进行
安排部署，为禁牧工作的推进
提供政策支持。

今年 4 月底，昆明市、禄
劝县两级检察院检察官联合到
轿子山保护区跟进禁牧工作进
展 ， 发 现 保 护 区 周 边 已 经 设
置 了 禁 牧 标 识 及 相 关 物 理 隔
离设施。

近年来，云南省检察机关
立足特殊地理区位，因地制宜
开展了“守护雨林方舟”“保护古
茶树”“守护高山植物王国”等多
个特色专项行动，以检察能动履
职凝聚生物多样性保护合力。
自 2021年 5月以来，该省检察机
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
公益诉讼案 1008 件。目前，该
省检察院正在拟定关于持续深
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检察监督工
作的指导意见，为筑牢国家西
南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检察智慧
和力量。

轿子山禁牧后，豪猪悄然回归

一 棵 小 小
的金毛狗蕨被
迫 搬 家 ，从 原
住地森林相继
来到花鸟市场
和高档装修店铺。最终，在检
察官 、警察和林业部门工作人
员的解救下，金毛狗蕨又回到
了 大 森 林 。 这 中 间 发 生 了 什
么？快扫码观看吧！

福建省清流县检察院/制图

本报讯（记者张吟丰 通讯员肖婧） 近日，湖南省湘潭市委召
开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会议，全市 30 余家市直单位主
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市、区）。会议对 5 月 10 日湘
潭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共湘潭市委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工作的实施办法》进行了解读，并以责任清单形式明确了贯
彻落实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公检法司 4 家单位相关负责人就加强
法律监督工作作表态发言。

会议要求，湘潭市检察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法律监督
职责使命，紧扣中心大局，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要聚焦宪法
定位，全面提升法律监督工作质效；要突出强基固本，持续激发法律
监督内生动能。湘潭市检察院检察官还走进市委党校，对今年春季
学期处干班、青干班、科干班进行专题授课，凝聚法律监督共识。

湖南湘潭市委召开
加强法律监督工作会议

昆明市东川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深入轿子山进行实地
调研。 本报通讯员陈雪薇摄

（上接第一版）
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促进公平正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制定和完善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强化依法行政、加快建

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坚决纠正和防范冤错案件，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努力
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全过程、全方
位覆盖。

生态日益改善，切实保护公民环境权利——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加强生态环境治理，

全面打响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
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雾霾天气和黑臭水体越来越少，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越来越多。
数据显示，2021 年，空气质量达标城市达 218 个，同比增加 12 个；全国
地表水环境质量稳步改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水质持续为优，黄
河流域水质明显改善。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通过推动应对气候变化、
控制生态恶化、防治环境污染，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在
生态环境方面的获得感持续增强。

聚焦特定群体，惠及全体人民

我国切实保障特定群体权利，使他们共享发展成果。
帮助残疾人融入社会，实现残疾人全面发展——
冰雪之上，视障运动员在领滑员引导下向着终点冲锋；精准计

算、相互鼓舞，轮椅冰壶运动员用冰壶描摹“梦”的轨迹……北京冬残
奥会上，中国冬残奥运动员超越自我，向着梦想不断前进。

当冰雪梦想照进现实，也映照出我国残疾人权利保障的累累硕
果。

“十三五”时期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辅助器具适配率均
超过 80%，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残
疾人职业培训基地服务水平愈发加强……8500 万残疾人融入社会
的路径更加宽广。

秉持美美与共，共谱民族团结和谐曲——
“我妻子是蒙古族，手抓肉是她的‘重头戏’；二妹夫是哈萨克族，

熏马肠是他的‘绝活’；大妹夫是汉族，他的红烧鱼特别受欢迎。”来自
新疆的吾热肯介绍，自己的家庭成员来自不同民族，每年春节、古尔
邦节等节日，一家人总要轮流露一手。

吾热肯一家是各族群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缩影，折射出我国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一贯主张——

在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权利方面，各民族自治地方依法享有包括
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项事业的自主管理权；在宗教信仰方面，依法保
障信教群众正常宗教需求；在语言文字方面，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
得到法律保障……

“在我国，55 个少数民族都积极以自己的民族身份参与国家政
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建美好
家园，共创美好未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青年学者
赵泽琳说。

始终倾心呵护，为老人、妇女、儿童撑起守护伞——
“我这手机扫不了健康码，你看政府给我发的这张卡，你能不能

扫我？”“没问题，显示您是绿码，请进。”在与防疫人员简短交谈后，黑
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邱玉山老人顺利进入超市购物。

“反向扫码”政策引发全网点赞，暖心的“逆向思维”投射出消除
“数字鸿沟”的决心。

从持续推动兼顾老年人需要的智慧社会建设，到逐步建立居家
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一项项扎实举措
推动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状况持续改善。

以周到的服务托起最美“夕阳红”，以有力的法规制度守护妇女
儿童灿烂笑靥。

目前，我国已建立包括 100 多部法律法规在内的全面保障妇女
儿童权益的法律体系，先后制定实施了 3 个周期的妇女、儿童发展纲
要，性侵、虐待未成年人、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行为得到有力惩处。

放眼中华大地，老有所养的期盼正成为现实；广大妇女巾帼不让
须眉，用执着与奋斗成就精彩人生；少年儿童学习生活环境不断优
化，在祖国呵护下茁壮成长。

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新征程上，党带领亿万中华儿女将持续凝聚我国人权事业发展

进步合力，并将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
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奋力开创人权事业的美好未
来。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