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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市场启动2021、2022年度配额发放和履约工作
据生态环境部介绍，近日全国碳排放

权市场启动 2021、2022 年度的配额发放和
履约工作，共纳入发电企业 2200 余家，两
年度分别履约、配额清缴时间均截至 2023
年底，每家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可使用国家
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销年度应清缴
配额量的 5%。为进一步健全碳排放权市
场交易制度，完善市场功能，在夯实碳排放
数据质量的基础上，生态环境部推动《碳排
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台，组织编制下
一个履约周期配额分配方案，研究扩大行
业覆盖范围路线图，力争今年年内尽早启
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有效
发挥市场机制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
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加强黑臭水体整治持续改善人居环境
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

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
推动地方深入开展黑臭水体整治，让治理成
果更多更好惠及城乡群众。通知要求，省级
生态环境部门要联合有关部门，每年组织开
展省级行动，推动完成黑臭水体治理年度目
标任务。从 2023年起，将县级及以上城市建
成区、直接影响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成
效的城乡接合部，以及城市实际开发建设区
域，都纳入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行动
工作范围，实现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监管无死
角、全覆盖。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山东、
广东、海南等 7个东部省份，在 2023年 12月
底前建立黑臭水体问题清单，对清单内的黑
臭水体科学制定系统化整治方案，到 2025
年，县城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其他省份因地
制宜稳步推进县城黑臭水体整治，到 2025
年，力争县城黑臭水体有较大幅度减少。

第九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召开
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召开

了第九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表示，将坚决扛起防沙治沙重任，
努力保持定力，走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
集中发力，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持续
用力，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将聚焦三大区域
的重点、难点、堵点，抓住系统治理这一“牛
鼻子”，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分区施策、精准
施策，强化治山、治水、治沙全要素协同，全
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
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
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将持续实施天然林保
护、京津风沙源治理、湿地保护修复和荒漠
封禁保护，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

（整理：杨璐嘉 来源：新华社、《中国
绿色时报》）

今年 8 月 19 日，首个全国生态
日后的第 4天，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
尔市牙克石检察公益林内人山人
海。在此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检察机
关山林保护协作统一行动推进会的
代表们，纷纷举起手机，扫描樟子松
上的二维码，在支付 20 元后即认领
对应树木，从而捐献该树木未来 40
年产生的碳汇量，用以冲抵在此开
会的碳排放。这次会议也因此成为
大兴安岭林区首个零排放会议。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森林面积居全国第一位。
今年初自治区检察机关开始部署的
山林保护行动、河湖保护行动、草原
保护行动，一起被视为“内蒙古生态
检察三大协作统一行动”。虽然仅仅
过去半年时间，但成效显著，社会反
响热烈。此次推进会正是内蒙古检
察机关紧盯生态环境破坏等犯罪，
推动解决山林生态环境问题，推动

山林保护诉源治理的积极实践。与
会代表来自内蒙古各盟市检察机关
和林草部门，内蒙古森林工业集团、
呼伦贝尔市政府等单位，共计 60 余
人。在背靠森林、面向蓝天的会场
上，大家一起朗声宣读了《内蒙古检
察机关山林保护宣言》，响遏行云，
山鸣谷应。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我国将
力争于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面向世
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双碳目标”的
确立，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鲜明标志。

大兴安岭是我国最大的集中连
片天然森林和重点国有林区，70%
以上的面积在内蒙古，横跨呼伦贝
尔、兴安、通辽、赤峰四个盟市。这里
生长的树木主要是寒温带针叶林，
其中兴安落叶松最为出名。它木质
好，但生长极为缓慢，一年的生长期
仅仅 100 多天、胸径仅长 1 毫米。伐
掉一棵树很容易，长成一棵树却需
要很长时间。因此，“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的说法，在大兴安岭并不适
用。在这里，树木也得百年。

一列又一列的列车将原木从大
兴安岭运出深山，走向全国各地。林
海虽然茫茫，却禁不住年复一年的
砍伐，林业资源渐渐枯竭。而对大兴
安岭林业资源的保护从 1954 年就
已开始，70 多年来，大兴安岭林区
边采边育，累计人工造林 2000 余万
亩，相当于 18 个塞罕坝林场的造林
面积。然而，种树的速度跟不上砍树
的速度，山上的树越来越少。

时间将永远铭记这一天。2015
年 3 月 31 日，大兴安岭根河林场伐
倒最后一棵落叶松，从此整个内蒙
古森工集团收斧停锯，全面停止天
然林商业性采伐。林场职工拿起镐
头、扛起铁锹，开始以植树造林和生
态保护为主业。

内蒙古森工集团董事长闫宏光
说，大兴安岭储存着内蒙古自治区
三分之二的林木，林中栖息着 403
种野生动物，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 56 种，是保持着原真性、系统性、
整体性生态系统的基因库。不仅如
此，这里还是储量丰富的“碳库”，1
立方林木蓄积量可固碳 1.83 吨，大
兴安岭林区每年固碳 3600 万吨以
上，足以与内蒙古西部相关控排企
业实现区内碳中和。内蒙古森工集
团“试碳”较早，早在 2014 年就在林
区内部开展碳汇项目试点，2017 年
开始第一笔交易，使大兴安岭林场
成为我国第一个进行碳汇交易的国
有林场。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机关紧跟时
代，开始“试碳”，创新手段积极贯彻
恢复性司法理念。对于破坏森林的
违法犯罪行为，除了追究行政责任
或刑事责任外，还责令违法行为人
补种一定数量的树木作为补偿。但
是种树受制于季节，也受制于环境，
难以及时完整地实现损害修复的效
果。对此，自治区检察机关探索引入
碳汇赔偿制度，解决这一矛盾。

近日，位于大兴安岭林区深处
的阿尔山市检察院办理了一件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并以碳汇
形式计费赔偿。2022 年 6 月，吴某某
私自砍伐国有林木 65 株，木材蓄积
量为 3.37 立方米。承办检察官考虑
到阿尔山的冬天寒冷漫长，植物生
长期短且速度缓慢，如果让吴某某
通过认购碳汇的方式进行赔偿，更
有利于对生态进行有效修复。随后，
阿尔山市检察院委托内蒙古天合林
业碳汇研究院进行评估，得出受损
林地直接导致损失的碳减排量为
37.01 吨，并根据林业碳汇资源减排
价格，计算出赔偿价值为 1850 元。

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全部支
持了检察机关提出的诉讼请求，以
盗伐林木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某拘役
四 个 月 ，缓 刑 六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5000 元；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修复破坏林地所需费用 3062 元，赔
偿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碳汇损失）
1850 元。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兴安盟分
院与内蒙古森工集团召开“检察+
碳汇”生态司法保护工作座谈会，签
订了《关于办理生态损害赔偿案件
认购林草碳汇合作框架协议》，就办
理碳汇案件在专业评估、认购流程
等方面明确协作机制，为办理此类
案件提供专业指导，“检察+碳汇”
生态司法保护模式逐步形成。

位于大兴安岭林区更深处的鄂
伦春、根河等地检察院也开展了“试
碳”工作。鄂伦春旗委办公室、政府
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检察
机关开展“双碳”检察工作的意见》，
要求全旗各单位在工作中支持配合
检察机关开展碳汇替代修复工作。
目前，鄂伦春旗检察院已将办案收
取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用以认购
等值林业碳汇 1251.6 吨，进行生态
环境替代修复。

“试碳”，正成为内蒙古检察工
作的一个关键词。据中国林科院测
算，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每年绿色
GDP 就达 7857.95 亿元，其中“绿色
碳库”总价值量为 1071 亿元以上。
面对如此庞大的碳库，如何坚定不
移地把“试碳”推向深入，由“试碳”
走向“实碳”，进而达成“双碳”，是内
蒙古检察机关不断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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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机关致力于探索修
复受损生态环境资源“最优解”，建立在公益诉讼中认购碳汇产品替代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补偿机制。今天，
本版特别报道他们办理破坏生态环境案件、助力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经验做法。

“检察＋碳汇”为塞北增绿
①①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郭宏程

“ 这 些 年 ，山 上 野 生 动 物 变 多
了，我就想着打几只吃、卖点钱，不
清楚保护野生动物有什么意义，更
别说什么是碳汇了。现在我清楚地
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今后一
定多参加志愿服务，帮助守护好身
边的环境。”近日，巴某某向内蒙古
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检察院检察
官坦陈自己的想法。

今年 3 月至 4 月，巴某某等 11 人
因非法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被
公安机关抓获，其中 8 人多次结伙在
巴彦嵯岗苏木林草结合带非法狩猎
野 生 狍 子（系 国 家 保 护 的“ 三 有 动
物”）18只。

接到该案线索后，鄂温克族自
治旗检察院检察官通过查阅刑事卷
宗 、询 问 相 关 证 人 、实 地 踏 查 等 方
式，查明了被猎捕野生动物等生态

环境资源受损情况，并委托鉴定机
构出具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意见。经
鉴定，生态环境损害共计 5.4 万元。
巴某某等 8 人分别结伙实施非法狩
猎野生狍子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生
态资源环境，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除了要承担刑事责任，还
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我就打了几只狍子，没卖多少
钱，为什么要交‘碳汇’赔偿金呢？”
在民事公益诉讼诉前调查阶段，巴
某某疑惑地问检察官。

“非法狩猎不仅损害了野生动
物本身，也损害了森林、草原整体生
态系统，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价值损
失 远 大 于 涉 案 动 物 非 法 流 通 的 价
格，缴纳生态环境‘碳汇’赔偿金是
一种对生态环境的替代性修复，有
利于生态环境资源的整体保护。”检
察官详细地说明了巴某某等人行为
的违法性。

随后，鄂温克族自治旗检察院

依法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庭审中，公益诉讼起诉人进
一步向违法行为人说明了保护野生
动物资源的重要性、生态修复的必
要性，详细介绍了认购碳汇的重要
意义。违法行为人均表示很后悔，
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并当庭全额缴
纳 5.4 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用
以认购碳汇 1080 吨，进行替代性生
态修复。

据介绍，鄂温克族自治旗检察
院深入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运用

“生态司法+碳汇”工作模式，探索
以认购碳汇的方式来保护山林、草
原。该院加强司法协同，与鄂温克
族自治旗政府、法院共同签署 《关
于建立“生态司法+碳汇”工作机
制的意见》，积极探索化解公益性
矛盾纠纷，实现受损生态环境资源
替代性修复，让破坏者变为修复者，
真正发挥好公益诉讼案件的教育引
导意义。

打了几只狍子，跟“碳汇”有啥关系

以 前 ，为 了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人 们 不 仅 砍 伐 了 大 量 的 树
木，还向空气排放了大量的二氧
化碳，导致出现全球变暖、海平
面上升等一系列问题。树木可
以通过光合作用将空气中的二
氧化碳固定在植物体内或土壤
中 ， 转 化 为 糖 、 氧 气 和 有 机
物，为生物界提供最基本的物
质和能量来源，也减少了空气中
的 二 氧 化 碳 含 量 。相 关 资 料 表
明，林木每生长 1 立方米蓄积量，
平均吸收 1.83 吨二氧化碳，释放
1.62吨氧气。

碳汇 ，就是通过植树造林 、
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
大 气 中 浓 度 的 过 程 、活 动 或 机
制 。但 是 要 解 决 二 氧 化 碳 的 问
题 ，不 仅 要 用 碳 汇 吸 收 二 氧 化
碳，还要限制排放二氧化碳。

1997 年 12 月，149 个国家和
地区通过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 《京都议
定书》，各国都领到了自己的碳
排放份额和减排任务。2020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 75 届
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力争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
中和目标。

碳 汇 交 易 是 指 将 通 过 植 树
造林或其他手段吸收掉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出售给超出碳排放
配额的单位，以此来获得收益。
事实上碳汇交易的范围不只是
林业碳汇交易，还包括海洋碳
汇、草地碳汇、耕地碳汇、湿地
碳汇、湖泊碳汇等碳汇交易。目
前，我们所见的碳汇交易以林业
碳汇、海洋碳汇和湿地碳汇交易
居多。

碳汇是什么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赵霞

有人违法从境外购买红珊瑚，检
察机关在严惩刑事犯罪之外引入“蓝
碳”，弥补海洋生态环境损失……近
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危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案中，探索以认购海洋碳汇替代性
修复海洋生态环境。目前，该案已
作出一审判决。

2021 年 4 月至 5 月，马某某在未
办理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
等证件的情况下，分两次从国外购
得红珊瑚，邮寄运至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海关在正常查验时，发
现涉案包裹中有疑似红珊瑚制品，
后经鉴定为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
动物红珊瑚。

为达到惩罚犯罪与生态保护双
重 目 的 ， 赛 罕 区 检 察 院 探 索 建 立

“生态司法+蓝碳修复”机制，在办
理海洋环境资源案件中引入碳汇生
态代偿的修复方式，以蓝绿转换、
碳汇认购、异地补值等方式破解生
态环境损害修复难题。

今年 6 月 2 日，赛罕区检察院就
如何最大程度修复受损的海洋生态
环境、马某某应如何承担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责任等问题，召开公开听
证会。听证会邀请了人大代表、律
师担任听证员，并请青岛市循环经
济协会碳中和与碳交易专委会主任

李捷，线上针对以认购海洋碳汇的
方式对受损海洋生态进行补偿的可
行性等问题进行专家咨询。听证员
们在了解案件基本情况、听取专家讲
解后，围绕争议焦点问题展开深入探
讨，最终一致同意检察机关对马某某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引
入海洋碳汇来实现生态修复。

6 月 15 日，赛罕区检察院依法
对马某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该院综合考虑马某某的获利情
况、损害后果、刑事责任承担等情
况，以其购买涉案珊瑚实际支付款
项为基础，请求法院判令马某某支
付环境损害赔偿金 4.5 万元及相关手
续费，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
道歉。7 月 12 日，赛罕区法院开庭
审理此案，马某某当庭表示认罪认
罚，愿意以认购海洋碳汇方式进行
生态补偿。同日，赛罕区检察院与
马某某达成调解协议，赛罕区法院
出具了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确认
马某某以购买海洋碳汇的方式进行
生态补偿，并在省级媒体上公开道
歉。

庭后，马某某通过厦门市产权
中心海洋碳汇交易服务平台购买 4.5
万元海水养殖碳汇，并取得海洋碳汇
核销凭证。同时，马某某在《内蒙古日
报》上公开为自己危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的行为道歉。7 月 24 日，法
院一审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判处马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
刑一年，并处罚金 3000 元。

认购“蓝碳”
修复受损海洋生态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宋寒冰

在一起破坏森林资源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案中，内蒙古自治区
鄂 伦 春 自 治 旗 检 察 院 根 据 建 立 的

“生态检察+碳汇补偿”办案协作机
制，探索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认
购碳汇，替代性修复受损生态环境。
目前，当事人刘某自愿认购的 138 吨
林业碳汇已经核销。

2022 年 6 月 ，刘 某 未 经 林 业 主
管部门批准，因嫌弃自家耕地旁的
2011 株树木影响地力而将其全部砍
伐。经鉴定，刘某共砍伐白桦树 1295
株、黑桦树 121 株、山杨树 275 株、柞

树 320 株，立木蓄积约 38 立方米，价
值 6895 元，严重破坏了森林资源。

2022年 8月，鄂伦春自治旗检察
院依法对该案提起公诉，并同时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其赔偿
生态环境损失 6895元。同年 11月，在
法院的见证下，刘某与鄂伦春自治旗
检察院达成和解协议，表示将积极赔
偿国家 6895元的经济损失。

今年 3 月，为使受损的生态环境
得到最大限度保护，鄂伦春自治旗
检察院率先与辖区克一河森工公司
合作，就破坏林地、草地、野生动物
资源等违法行为造成的生态修复困
难、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开展“以碳代
赔”、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使用等方

面问题进行充分探讨，并签署文件
建立了“生态检察+碳汇补偿”办案
协作机制。

了解到此制度后，刘某主动找
到办案检察官，希望通过认购等值
林 业 碳 汇 用 于 替 代 性 修 复 生 态 环
境。后经刘某委托，鄂伦春自治旗检
察院代其认购等值林业碳汇。不久
前，法院依法判处刘某拘役四个月，
缓刑六个月，对作案工具电锯予以
没收。

今年以来，鄂伦春自治旗检察
院通过办案共收取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金 6.2 万余元，认购等值林业碳汇
1251.6 吨后全部用于生态环境替代
修复，取得良好成效。

无证砍树后，他主动购“碳”补偿

②②

图图①①：：内蒙古自治内蒙古自治
区 检 察 机 关 山 林 保 护区 检 察 机 关 山 林 保 护
协 作 统 一 行 动 推 进 会协 作 统 一 行 动 推 进 会
期间期间，，一棵棵一棵棵樟子松被樟子松被
参会人员参会人员认领认领。。

图图②②：：内蒙古自治内蒙古自治
区 鄂 温 克 旗 检 察 院 检区 鄂 温 克 旗 检 察 院 检
察 官 调 查 走 访 涉 案 山察 官 调 查 走 访 涉 案 山
林受损情况林受损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