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同题报道编辑/何南宁 美编/任梦媛 校对/郝涛涛
联系电话/（010）86423479

2023年 10月 22日 星期日
电子信箱：2365806334@qq.com

□本报记者 肖俊林

河北省地处环渤海中心地带，拥
有海岸线 487 公里，海域面积 7200 余
平方公里。近年来，河北省检察机关围
绕河北向海图强发展战略，持续开展

“守护海洋”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
督促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改善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资源。今年 3 月，
河北省检察院部署开展“燕赵山海·公
益检察”护航美丽河北建设专项监督，
突出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等领域保护
重点，促进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
治理，以法治之力服务保障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推动党的二十大“发展海洋
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
洋强国”决策部署在河北检察机关落
地落实。

多方发力

戴河是流入渤海湾的一条重要河
流。今年 5 月，秦皇岛市抚宁区检察院
对入海河流生态环境保护情况进行巡
查，发现戴河上游有一处建筑物，侵占
河道 200 余米，不仅使河道变窄，周边
还遍布垃圾。该院依法制发检察建议，
督 促 相 关 部 门 及 镇 政 府 立 即 拆 除 违
建、清理垃圾。随后，该院以入海河流
集中整治为契机，与抚宁区环保局、水
务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会签《戴河流
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协作机制》，与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检察院等会签《戴
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协作
机制的意见》，多方发力推进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

早在 2019 年初，河北省检察院就
部署开展了“守护海洋”检察公益诉讼
专项监督活动，要求秦皇岛、唐山、沧州
三地临海检察机关对辖区海洋生态问
题线索进行深入摸排，对符合立案条件
的线索予以立案。“燕赵山海·公益检
察”护航美丽河北建设专项监督启动
后，河北省检察院再次对海洋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检察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加
大办案力度，提升办案质效。“公益诉讼
助力生态环境保护大有可为，是法治重
器。护航美丽河北建设，是检察机关义
不容辞的责任。”河北省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董开军表示。

秦皇岛市检察院围绕河北省检察
院部署，提出了“6+1+1”工作思路，即
开展涉海非法捕捞综合治理、湿地和
沿海防护林保护治理、废弃农膜污染
治理、文旅资源保护治理、入海河流总
氮超标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六
个专项工作，以及大数据平台建设和
主题法治宣传。沧州市检察院要求有
入海河流流经的 12 个县市区检察机关
加大海洋保护工作力度，从水体、陆域
两个维度对全市海洋、湿地资源开展
立体式生态保护，不让一滴污水流入
大海。

依法办案

近日，沧州市政府、沧州市检察院
召开“燕赵山海·公益检察”护航美丽
河北建设联动工作联席会。沧州市检
察 院 向 市 政 府 移 交 了 该 市 检 察 机 关
2023 年第一批重点案件办理清单，其
中就有督促治理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
草行政公益诉讼案。

2022 年 8 月，沧州市检察院针对沿
海滩涂发现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问
题，向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沧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黄骅市政府等发出
检察建议，建议加强外来入侵物种治
理和生态修复工作。在检察机关持续
跟进监督下，互花米草治理工作被纳
入“沧州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
程项目”。截至目前，修复工程共完成
互花米草治理 291 公顷。今年 7 月，该
案入选最高检发布的生态环境保护检

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庞大的全球海运网成为外来物

种入侵的主要途径，加上一些养殖类
物种的引入，导致外来入侵物种肆意
生长，侵害本地物种的生存环境。”河
北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案发时，沧州市沿海地区共发现成
片生长的互花米草 352 公顷，多处点位
已形成单一植物群落，本地盐沼植物
几近消亡，严重破坏了海洋生物多样
性及生态系统平衡。河北省检察院在
指导沧州市检察院办理该案过程中，
推动沧州市政府与天津市滨海新区政
府会签《关于建立互花米草协作治理
工作机制的意见》，有力推进了互花米
草综合治理工作，也推动国家海洋局
制定出台互花米草生态损害评估、生
态治理及治理效果评价等系列标准。

今年以来，秦皇岛市检察院连续
第三年开展“守护海洋蓝”检察公益诉
讼活动，督促沿海七个县（区）检察院
持续打好海洋保护攻坚战，共依法办
理涉海洋生态保护案件 112 件，治理被
污染水域面积 51.4 万亩，向法院提起
公益诉讼案件 41 件，法院支持追缴生
态修复金 89 万元。唐山市丰南区检察
院利用无人测量船和无人机对辖区海
岸线内外、入海口及上游河流近 60 公
里范围进行立体式扫测，发现线索 5
件，均已立案办理。

区域协作

渤海上承辽河、海河、黄河三大流
域，下接黄海、东海生态体系，是我国
重要的生态屏障。渤海湾地区生态资
源丰富，生活的水鸟占我国水鸟总种
数 40%以上。但因渤海是半封闭内海，
自净能力差，污染会给海洋生物、沿线
动植物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

4 月 21 日，唐山、秦皇岛、沧州三市
两级检察院检察长与天津市检察院第
三分院检察长齐聚唐山市曹妃甸区，
召开渤海海洋、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跨
区域协作联席会议。会上，津冀检察机
关共同签订《关于建立渤海海洋、湿地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协作机
制的意见》，通过跨区域司法协作，建
立 起 以 线 索 移 送 、协 助 调 查 、案 件 会
商、联合办案、联动修复、信息共享、意
见征求、联席会议、联合调研、办案督
导等为主要内容的协作机制，携手应
对渤海海洋、湿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工作中面临的共性问题。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检察院与辽宁
省绥中县检察院在充分协商基础上，
决定建立跨区域共同保护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协作机制，
凝聚检察监督合力，筑牢海洋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环境安全屏障。唐山市曹
妃甸区检察院与天津市滨海新区检察
院、山东省无棣县检察院、辽宁省绥中
县检察院等 7 个环渤海地区基层检察
院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检察联盟，会签

《关于建立环渤海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跨区域检察协作工作机制的意见》，
实现检察机关跨区域协同联动。

2020 年 10 月，唐山市检察院针对
一艘货船沉没 4 年无人打捞，导致船舶
漏油破坏海洋生态环境案件线索，以
维护公益为出发点，在公告期满后，依
法 向 天 津 海 事 法 院 提 起 民 事 公 益 诉
讼。该案经过一审、二审，今年 7 月 31
日，天津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支
持唐山市检察院全部诉讼请求，判令
广东某航运有限公司恢复相关海域原
状 ，及 时 打 捞 沉 船 ，并 消 除 环 境 污 染
危险。

据统计，“燕赵山海·公益检察”护
航美丽河北建设专项监督开展以来，
河北省检察机关搜集涉海洋保护案件
线索 64 件，立案 63 件，制发检察建议
35 件，提起公益诉讼 11 件，有力保护了
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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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我们已完成‘三无’船
舶、船证不符渔船整治 639 艘，拆解老
旧渔船 624 艘。”近日，秦皇岛市北戴河
新区海洋和渔业局、海警工作站等部门
向检察机关通报了打击涉渔“三无”船
舶专项执法工作成效。

北戴河新区附近海域和滩涂海产
品丰富，该区有戴河口、新开口、大蒲河
口三个渔港，可常年停泊船只上千艘，
年捕捞量 3 万至 5 万吨，海产品捕捞、养
殖、加工是该区支柱产业。今年 4 月，
北戴河新区检察院梳理近年来所办非
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发现，以无船名船
号、无船舶证书（包括渔业船舶检验证
书、船舶登记证书、捕捞许可证）、无船

籍港的“三无”船舶和船证不符船舶作
为犯罪工具的案件占比达 37%。

大量“三无”船舶利用监管漏洞从
事非法捕捞，逃避渔政监管，对海洋生
态环境和渔业资源造成破坏；非法捕捞
行为占用合法捕捞空间，干扰市场价
格，严重扰乱渔业生产经营市场秩序，
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加大对

‘三无’船舶的执法检查力度，严格执行
相关法律法规，对发现的‘三无’船舶及
时予以查处、罚款或者拆解，更好地保
护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针对发
现的问题，北戴河新区检察院向北戴河
新区海洋和渔业局公开送达检察建议，
建议摸清辖区范围内存在“三无”船舶

底数、建立台账，加大打击力度并广泛
开展保护海洋生态宣传教育，提高渔民
守法意识。

收到检察建议后，北戴河新区海洋
和渔业局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并将
相 关 情 况 呈 报 北 戴 河 新 区 管 理 委 员
会。北戴河新区管理委员会制定《打击
海洋涉渔“三无”船舶专项执法工作方
案》，随后，公安、海警、海事、工业和信
息化、市场监管等部门启动联合执法，
对修造船厂、渔港、临时停泊点和岸线
展开拉网式排查，形成全面打击涉渔

“三无”船舶的高压态势。
“三无”船舶应拆尽拆，从源头上解

决了非法捕捞治理难题。经过集中整
治，目前，北戴河新区“三无”及船证不
符船舶的综合治理工作已取得阶段性
成效。

（何冠文）

监督“三无”船舶应拆尽拆

“按照你们的建议，我站加大巡航力
度，增加出海频次，3 年来这片海域再没
发生过盗采海砂行为。”近日，秦皇岛市
北戴河区检察院检察官对一起盗采海砂
案件进行“回头看”，秦皇岛海警局北戴
河工作站执法人员这样对检察官说。

2020 年 6 月 ，驾 驶 采 砂 船 的 王 某
金、王某华与驾驶运输船的胡某在没有
采矿许可证、海砂开采海域权证的情况
下，由王某金雇用宋某、崇某、韩某等 3
人在滦河口附近海域非法吸砂近 3000
吨，价值 13 万余元。胡某向王某金支付
购砂款 4000 元后将海砂运走。

案发后，秦皇岛海警局以上述 6 人

涉嫌非法采矿罪移送秦皇岛市检察院
审查起诉，秦皇岛市检察院依法将该案
移交北戴河区检察院办理。北戴河区检
察院受理后，刑事检察部门同步向公益
诉讼检察部门移送了案件线索。

2022 年 1 月，北戴河区检察院委托
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对该案非法
采砂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修复费
用提供咨询意见。经评估，该案非法采
砂 行 为 造 成 海 域 生 态 服 务 功 能 损 失
4860.37 元，需要修复费 27.81 万元，另
有评估费 6000 元。该院依法对宋某、崇
某、韩某 3 人作出不起诉决定，以王某
华、王某金、胡某涉嫌非法采矿罪向北

戴河区法院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

3 名被告人在开庭前按照生态环境
损失评估结果积极履行了赔偿责任，检
察机关据此调整了量刑建议。2022 年 6
月，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判处王某华、胡
某拘役六个月，缓刑八个月，各并处罚
金人民币 5000 元；判处王某金有期徒
刑 一 年 ，缓 刑 二 年 ，并 处 罚 金 人 民 币
6000 元；判决 3 被告人共同赔偿生态环
境损失相关费用总计 28万余元。

“办案期间，我们建议海警部门加
大海洋巡查力度，防止盗采海砂现象再
次发生。案件办结后，我们督导相关部
门利用收缴的赔偿金进行海洋生态环
境修复。”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该案修复
方案已通过专家审定，海滩修复工作将
于年底完成。 （赵以诺）

三年来再没发生盗采海砂行为

“以前村里河道、岸边都是垃圾，味
道大还滋生蚊虫。现在经过治理，河道
里的水清了，村里环境也变好了，我们
特别满意！”近日，秦皇岛市山海关区石
河镇后七星寨村 65 岁的毛大伯在接受
检察官电话回访时高兴地说。七星寨村
的变化，要从山海关区检察院开展石河
总氮超标监督治理工作说起。

石河是秦皇岛市重要的单独入海
河 流 ，流 域 面 积 625 平 方 公 里 。今 年 3
月，河北省检察院部署开展“燕赵山海·
公益检察”护航美丽河北建设专项监督
后，山海关区检察院检察官在摸排线索

时发现石河总氮超标，水环境存在污
染。该院迅速成立由检察长任组长的专
案组，调取了 2019 年至 2022 年石河及
其支流总氮管控数据、总氮测量依据和
降水、流量数据，通过分析对比发现，石
河总氮数值居高不下，汇入石河的沙
河、胡各庄河、水墨河支流总氮管控数
据均存在超标问题。

山海关区检察院与负有管理职责
的 3个乡镇及该区水务局、河长办、生态
环境分局等相关部门进行磋商并制发检
察建议，推动治理工作迅速开展。截至目
前，相关职能部门共组织抽排黑臭水体

210立方米，清淤 150余立方米，填埋、治
理纳污塘 8 个，清理被污染河道 2.7 公
里，建设完成 7处沿河垃圾转运坑，16家
存在问题的养殖场被依法责令整改。为
夯实治理成效、加强区域协作，山海关区
检察院同该区生态环境分局、公安分局
会签《山海关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
域案件协作办理机制》，同青龙县检察
院、海港区检察院会签《石河流域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协作机制》。

“总氮是指可溶性及悬浮颗粒中的
含氮量，是陆海统筹协同治污的关键指
标。入海河流总氮超标治理，是守护海
洋的重要举措。”山海关区检察院检察
长冯世斌介绍，今年 4 月至 9 月，石河总
氮浓度平均值降为 1.75mg/L，连续数月
处于省考核值以下。 （张云涛）

石河总氮浓度平均值降下来了

“感谢检察官给了我当志愿者的机
会，我会积极宣传爱鸟护鸟知识，做个护
鸟人。”近日，在唐山市曹妃甸区检察院
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中，孙某动情地说。

孙某是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案件的被不起诉人。2022 年 9 月，孙
某在曹妃甸湿地附近的自家院子里私
自架设粘网，非法捕获野生鸟类 14 只，
又从集市上购买野生鸟类 17 只，并把
所有鸟类饲养在院中用于个人赏玩。至
案发时，所有被查获鸟类均为活体。其
中，有红胁绣眼鸟和云雀，为国家二级
保护野生动物；有暗绿绣眼鸟，为省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余鸟类为国家保

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

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考虑到
孙某系初犯、偶犯，犯罪起因系自身喜
欢养鸟，未造成鸟类死亡，自愿认罪认
罚，犯罪情节轻微，今年 8 月 30 日，检察
机关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曹妃甸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
区位于渤海湾中心位置，具有北方湿地
景观丰富、生态系统完整、生物种类多
样的特点，是澳大利亚至西伯利亚鸟类
迁徙的重要驿站。今年 4 月，曹妃甸区
检察院设立曹妃甸湿地和鸟类省级自
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检察公益诉讼保

护基地，建立“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
社会化治理+多元化协作”湿地生态保
护模式。基地挂牌以来，已开展生态修
复增殖放流、中小学生科普研学、人大
代表观摩视察等活动，赢得社会各界广
泛赞誉。

对孙某不起诉后，该院决定组织孙
某在内的涉嫌非法狩猎犯罪案件被不
起诉人，到曹妃甸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检察公益诉讼保护
基地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中，检察官讲
解了保护野生鸟类的重要意义，带领涉
案人员参观野生鸟类救助站和标本室，
结合案例介绍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传递
生态保护理念。随后，孙某等 4 名涉案
人员帮助湿地管理处工作人员进行了
林业养护、鸟粪清理、垃圾保洁、张贴宣
传海报等志愿服务工作。 （赵磊）

从捕鸟人到护鸟志愿者

“我以前只知道捕鱼挣钱，现在才
明白，鱼虾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也需要保护，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宣判
后，被告人胡某向黄骅市检察院办案检
察官表示。

2022 年 6 月，胡某雇用他人驾驶船
舶在渤海湾禁渔海域、禁渔期内非法捕
捞作业，被黄骅市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
现场查获，船舶上的渔获物蓝蛤共 2760
公斤，价值 2760 元。执法人员还发现，
胡某等人使用的吸蛤泵是拖拽泵和吸
耙刺，这种工具作业时会把蓝蛤连同海

底的淤泥一起吸上来，对海洋资源造成
严重破坏，属国家禁用渔具。

今年8月14日，黄骅市检察院依法对
胡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
院判令胡某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近日，黄骅市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以非法
捕捞水产品罪判处胡某拘役三个月，缓刑
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元；判处其
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3.03万元。

“近年来，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行为
对海洋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随着
渔船数量和吨位的急速增长，网具越来
越先进，海洋捕捞能力大幅提高，海洋生

物资源被过度开发利用。特别是部分渔
船受经济利益驱使，采取灭绝式捕捞、掠
夺式捕捞、过度式捕捞等非法捕捞方式，
严重破坏海洋生物资源。为此，有关部门
设置每年 5月 1日至 9月 1日为渤海禁渔
期，旨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
资源有序开发利用。”办案检察官介绍。

为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黄骅
市检察院持续加强与公安、渔政、海事
等部门的协作配合，通过联席会议、信
息交流、线索移送、案件会商等形成工
作合力。同时，遵循“谁损坏谁修复”“谁
破坏谁补偿”原则，依法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当事人承担民事损
害赔偿责任。截至目前，该院共追偿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30 余万元，全部用
于海洋生态环境修复。 （苏晓）

“打击+追偿”保护海洋生物资源

图图①①：：滦州市检察院对入海河流滦河进行定期检测滦州市检察院对入海河流滦河进行定期检测，，现场取样了现场取样了
解水质情况解水质情况。。

图图②②：：秦皇岛市海港区检察院检察官走码头上船头秦皇岛市海港区检察院检察官走码头上船头，，向渔民宣讲向渔民宣讲
海洋保护知识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海洋保护知识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图图③③：：河北省检察院与唐山市河北省检察院与唐山市、、秦皇岛市秦皇岛市、、沧州市检察院联合在沧州市检察院联合在

曹妃甸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曹妃甸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图图④④：：秦皇岛市抚宁区检察院检察官利用无人机航拍对辖区入秦皇岛市抚宁区检察院检察官利用无人机航拍对辖区入

海河流进行污染排查海河流进行污染排查。。
图图⑤⑤：：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检察官到辖区山海关浴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检察官到辖区山海关浴场，，

排查是否存在海洋污染排查是否存在海洋污染、、非法捕捞非法捕捞、、无证作业等涉海涉渔违法行为无证作业等涉海涉渔违法行为。。⑤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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