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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发布
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联合发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
理办法（试行）》。启动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有
利于支持林业碳汇、可再生能源、甲烷减
排、节能增效等项目发展，有利于激励更广
泛的行业、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温室气体
减排行动，对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办法》共 8
章 51条，对自愿减排交易及其相关活动的各
环节作出规定，明确了项目业主、审定与核
查机构、注册登记机构、交易机构等各方权
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以及各级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管理责任。

首届全国林草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决赛举行
近日，首届全国林草科学实验展演汇

演决赛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林草系统的
53 支代表队报名参加此次活动。经过激烈
角逐，6 支代表队荣获一等奖，10 支代表队
获二等奖。各代表队紧紧围绕国家林草局
中心工作和林草最新科技创新成果，以“走
进林草科技 共享绿色福祉”为主题，展演
内容涵盖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防火、智慧
监测、植物科学、水土保持、木竹新材料及
低碳环保科技等领域。

39只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放归自然
近日，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的专家团队在呼伦贝尔市乌兰诺
尔核心区，将 39 只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鸟
类放归自然。放归的野生鸟类包括 4 只丹
顶鹤、1 只白枕鹤、13 只灰鹤和 21 只蓑羽
鹤。它们大多是由当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接收的受困鸟类，经过几个月的救护，已具
备野外生存的条件，工作人员将它们成功
放归自然。

全国12315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平台上线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市

场监督管理投诉信息公示暂行规则》，上线全
国 12315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平台，部署全国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消费投诉公示。信息不对
称一直是制约居民消费扩大的痛点之一，为
此，市场监管部门主动公开处理消费者投诉
的相关政府信息，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让经营者诚信守法经营。公示平台网址为
tsgs.12315.cn，小程序、公众号名称为“12315
投诉公示”，公众可以查询特定商家投诉情
况、掌握投诉热点、浏览本地最新投诉等。

（整理：郭琦 来源：生态环境部官网、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网、人民网）

编者按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代表最高检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
会议作关于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各级检察机关始终
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工作摆在突出位置，2018 年至今年 6 月共办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 82.3 万
件。数据背后，少不了众多检察官依法履职呵护绿水青山的忙碌身影。今天，本刊追寻詹庆
庆、屈洁等检察官的脚步，看看他们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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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贻伙

绿松石是世界性的古老宝石之
一，具有吉祥、成功的寓意。安徽省
马鞍山市是全国十大绿松石产地之
一，该市产出的绿松石因其具有独
一无二的柱状形态而受到绿松石玩
家的追捧。某宝石公司是马鞍山的
一家大型矿山开采企业，为追求利
润，竟然超深、越界开采绿松石，并
非法开采毗邻绿松石矿区的铁矿
石，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2021 年 7 月，马鞍山市花山区
检察院受理了该宝石公司及公司
董 事 长 李 某 等 7 人 涉 嫌 非 法 采 矿
案，该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詹庆庆负
责承办此案。

面对这起涉案金额巨大、案情
复杂的案件，如何确定非法采矿的
数额以及评估生态环境受损程度，
成了詹庆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
此，他探索建立起环境类案件刑事、
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检合一”的
办理模式，牵头组建了一个生态环
境办案组，集成化办理此案。

为核实非法采矿的数额，詹庆
庆带领办案组对涉案公司往来资
金账目进行了梳理，聘请审计公司
进行审计。他还多次前往自然资源
部门“讨教”，委托专家进行评审，
并邀请矿产领域专业人员与相关
学 者 提 供 智 力 支 持 。结 合 证 人 证
言、审计报告和书证，办案组最终
确认涉案公司在未取得铁矿采矿
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开采铁矿石，
销售价值 1.65 亿余元，同时超深、越
界开采绿松石 40 余吨，价值 232 万
余元。

在开采绿松石矿、铁矿等矿物
过程中，该宝石公司产生的废石、
矿渣等固体废弃物露天堆放在矿
山东侧，形成排土场。由于未做好
防渗漏工作，造成淋溶水和渗漏废
水通过渗坑和地表径流至下游农
田、水塘，造成严重污染后果。

为评估生态环境损害情况，詹
庆庆邀请生态环保方面的有关专
家多次参与实地调查和案件研讨。
相关专家建议，消除损害要从多方
面入手，首先要建一个污水处理系
统有效处理污水，然后要建设污水
阻隔防渗墙，最后还要对涉案地块
的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等进行系
统 修 复 处 理 。在 反 复 论 证 的 基 础
上，花山区检察院委托生态环境部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进行鉴定。经
鉴定，清除污染、修复共需要 2344
万余元。

2021 年 11 月，花山区检察院对
此案提起公诉，同时对涉案公司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
院依法判令该公司支付清污修复、
防治和鉴定等费用共计 3660 余万
元。2022 年 9 月，花山区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以非法采矿罪判处涉案公
司罚金 30 万元，分别判处李某等 7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至有期徒
刑二年，缓刑二年不等的刑罚，并
处数额不等的罚金。同时，法院对
检察机关提出的民事公益诉讼请
求全部予以支持。涉案公司不服，
提出上诉。2022 年 12 月，二审法院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詹庆庆代表花山
区检察院牵头组织涉案公司与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就整治方案的落
实、修复资金的支付、对群众赔偿
协议的履行等进行磋商，并督促公
安机关追赃挽损。他也多次前往修
复现场，督促开展生态修复和污染
治理工作，还多次召集受污染村集
体代表开会，听取村民们的诉求，
以确保各方利益最大化。

目前，该项目一期修复工程已
经实施完毕，二期修复方案正在实
施中。

“此案案发区域笔架山矿山所
在的濮塘镇，位于苏皖交界处。我在
办案中发现，此地多山、多林，固废
倾倒、占用农用地、非法采矿等破坏
生态环境案件频发，屡禁不止，查处
难度较大。”詹庆庆告诉记者。

为最大化推进诉源治理，花山
区检察院运用“府检联动”工作机
制，加强与濮塘镇监控调度中心的
日常联络。2022 年 11 月，花山区检
察院又在此建成公益诉讼展示馆，
一方面展示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
察职能，另一方面通过办理的典型

案例阐释保护生态环境资源法律
法规。在该展示馆建有一个智慧检
察数据中心，可对辖区林、田重点
区 域 进 行 24 小 时 实 时 监 控 ，对 耕
地、林地等资源受损状况进行实时
查看。此外，花山区检察院还与江
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建立线
索移送等联动机制。近年来，两家
检察院协同办理了一批矿产资源
修复、野生动物保护、农家乐食品
安全等案件。

据詹庆庆介绍，2021 年以来，
该院共办理涉及林、田生态资源保
护的刑事案件 4 件，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 4 件，行政公益诉讼
案件 4 件，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出了检察
贡献。

绿松石被非法开采之后……

□本报记者 张仁平
通讯员 蔡宇翔 林佳鸣

远烟藏海岛，秋阳照湄洲。
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在妈祖

故里福建莆田市秀屿区有着“南国
蓬莱”美称的湄洲岛游人如织。碧
海蓝天、金沙秀水、草木葱茏的和
美景象，让人流连忘返。

湄洲岛，2023 年入选全国首批
国家级和美海岛。“守护海岛自然
生态环境，我们坚持治罪与治理并
重，守正与创新并举，让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秀屿区检察院检察长
吴晓丹告诉记者。不知不觉间，检
察官已把对这里一草一木、一砂一
水的爱，内化为严格依法办案、自
觉履职的理念。

2021 年 6 月，秀屿区检察院受
理了一起非法采砂案件，犯罪嫌疑
人通过船舶多次运输盗采的海砂
进行非法获利。该案看似简单，但

办案团队很快发现了难点：涉案船
舶是否专门用于犯罪活动？能否
认定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涉海砂类案件中，船舶是犯罪
活动最主要的投入成本。一名办
案检察官回忆道：“为准确认定涉
案船舶性质，我们制发了详尽的补
充侦查提纲，要求侦查部门围绕购
买船舶的用途、AIS 轨迹资料、进出
港申报记录、资金交易记录和去向
等方向，全面查清这艘运输船与犯
罪行为之间的关联性。”

办 案 团 队 积 极 引 导 侦 查 机 关
收集固定证据。最终确认，该运输
船舶系犯罪团伙为运输盗采海砂
而合伙出资购买，且在不到半年的
时间内 10 次用于运输盗采的海砂
等犯罪活动，涉案金额高达 800 余
万元，应依法认定为“供犯罪所用
的本人财物”。

2022 年 10 月，法院一审判决采
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对

涉案船舶应予没收的处理意见，以
非法采矿罪追究该案各被告人刑
事责任，判决没收涉案船舶。被告
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3
年 3 月，法院二审作出终审判决，维
持原判。

准 确 认 定 涉 案 船 舶 性 质 并 予
以没收，让当事者付出高昂经济代
价 、“ 得 不 偿 失 ”是 促 进 诉 源 治 理

“防未病”的题中之义。今年 6 月，
该案入选最高检和中国海警局发
布的《办理海上非法采砂相关犯罪
典型案例》。

“对海岛海洋生态资源保护，
打击犯罪只是一方面，我们更加注
重以法治力量凝聚各方合力，推动
开展源头预防和生态多元化修复
治理。”办案检察官介绍。近年来，
该院深化“妈祖故里检察蓝”品牌
创建活动，联合职能部门建立“打、
防、管、控、建”协作机制，健全辖区

“三湾”海域生态司法综合治理体
系，服务保障“国际生态岛”“和美
海岛”建设。

数据显示，2020 年以来，秀屿
区检察院办理湄洲岛及周边海域
非法采矿，非法捕捞，危害珍贵、濒
危 野 生 动 物 等 生 态 刑 事 案 件 142
件，推动清理污染海域 510 亩，清退
被占用海域 2.96 亩、土地 15 亩，督
促缴纳生态修复金 1820 余万元。

让 水 更 清 、 岸 更 绿 、 滩 更
净、湾更美，该院还探索“检察+
蓝 碳 ” 生 态 司 法 保 护 协 作 机 制 ，
拓展“恢复原状、修复赔偿、增
殖放流、认购碳汇”多元化海洋
生态修复方式。今年以来，该院
已办理适用“蓝碳”机制案件 4 件
8 人，认购海洋碳汇 7000 余吨，为
实现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尽一
份检察力量。

守护海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

□讲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 屈洁

前不久，我和同事对一起公益诉讼案
件进行了“回头看”，亲眼看见涉案单位加
压泵房快完工，我是真的放下了心里的一
块大石头，不再担心有人超采地下水了。

这起案件一直是我心头的“大事”，办
理过程也可谓曲折。今年 4 月，水利部、最
高检开展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
我院也积极摸排有关线索，但是许多擅自
取水的行为非常隐蔽，我们仅靠日常排查
很难发现。

怎么办？办案组的小伙伴提出，可以从
2022 年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问题入手，充
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的监督支持补位作
用。

当时，正好我院在与呼和浩特市政协
开展协同式监督，有政协委员提出了“我市
地下水位下降严重，建议完善地方立法，严
格管理地下水开采，推进地下水超采治理”
的提案。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找寻线索的
思路。

我们立即登录呼和浩特市政府网站，
在去年环保督察发现的 400 多个问题线索
里仔细地寻找着蛛丝马迹。

我们发现，呼和浩特市某用水单位虽
已接入自来水管网，但其仍然把自备水源
井的水作为日常用水持续取用。行政机关
已对该单位作出行政处罚，但罚款并未缴
纳到位，自备水源井也仍在使用。

未经许可却一直在采水，这正是今年
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重点关注的
问题。对于这一线索，我们立即开展初查，
调阅行政机关执法卷宗、实地调查自备水
源井使用情况、涉案单位用水和缴费情况，

分析公益受损情形。同时，我们邀请行政机
关、涉案单位召开案件磋商会，就涉案单位
取用自备水源井水的情况、相应整改方案
等进行讨论。

根据查明的违法情形及公益损害后
果，鉴于行政机关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对自
备水源井进行监管，违法行为仍在持续，对
地下水资源破坏比较严重，2023 年 5 月 12
日，我院向行政机关制发公益诉讼诉前检
察建议，督促其尽快整改。

检察建议发出后，为确保整改到位，我
们督促行政机关制定了《呼和浩特市水源
井取水管理办法（试行）》，倒逼其进一步强
化自备水源井监督管理。这一文件印发到
了呼和浩特各级政府。5 月 17 日，涉案单位
将行政罚款缴纳到位。由于该单位人员多，
没有二次供水加压设施无法保证正常生
活，我们先后 3 次实地查看，督促行政机关
尽快建设二次供水加压泵。

整改效果到底如何？我们邀请市政协
委员一起实地调研。在现场，我们看到自备
水源井已经完全封闭，二次供水加压泵房
正在建设中。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我们和呼和浩特
市政协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作为年度协同监督议题，并建立了委员
提案与检察建议双向转化机制。我院进一
步开展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督
促相关行政机关落实自备水源井取水管理
办法，对全市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行为开
展排查。在我们的督促下，行政机关在呼和
浩特地区开展地下水超采应急治理行动，
根据水位变化情况，在最大程度保障生产
用水的前提下，科学核减地下水开采量，对
19眼自备水源井全部封闭。
（整理：本报记者沈静芳 通讯员周鹏）

19眼自备水源井全部封闭

□讲述：江苏省邳州市检察院
第五检察部主任 刘宝华

江苏省邳州市，不仅是我国东西交通
大动脉陇海铁路的重要节点，也是千年水
脉大运河流经之处。大运河流经邳州境内
总长 69.6 公里，邳州市是沿线流域里程最
长的县级市，可见其在行洪、排涝、航运、输
水等方面的作用。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邳州人，我是喝
着大运河的水长大的，工作后依然没有离
开这座小城。2015 年 7 月，最高人民检察
院决定在北京、内蒙古、江苏等 13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开展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
我有幸成为邳州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工
作的负责人，保护大运河的生态环境也成
了我分内的工作内容。

“大运河行洪道范围内有违建房屋 20
多处，给分流泄洪带来了隐患，可住户不愿
搬离，咱们检察机关能不能想想办法……”
2022 年，邳州市水务部门找到我们，反映了
一个困扰他们的大难题。

受理案件线索后，我和同事进行了现
场调查，发现除个别住户是强行占用外，其
余均为水务部门出租土地使用权所致。“土
地是水务部门租给我们的，拆除了，损失的
租金怎么办？”一名租户说。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我们认为，
水务部门对违法行为的形成具有一定过
错，应当向水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
整改。但是，违建拆除仅靠水务部门确有
困难，我向院领导汇报，建议由政府牵头，
多家行政单位联合执法破解难题。院领导
对我的建议表示认可。后来，在邳州市政
府支持下，我院协调建设规划、城管等行政
单位和属地镇政府进行协商，确定了执法
方式和责任分工。

针对租户诉求，我们建议水务部门与
之协商补偿方案。同时，我们召集水务部门
工作人员和租户代表进行公开听证，释法
说理，告知违建的危害。

心结解开了，群众的对抗情绪也就没
有了。2022 年底，在多部门的配合下，河道
内约 5000 平方米的违建房屋全部被拆除，
运河沿岸的视野更加开阔了。

作为邳州人的“母亲河”，大运河一直
备受群众关注。前几年，有人将 2 万多吨
含有重金属的工业污泥偷偷倒在某乡镇大
运河沿岸，对土壤、地下水均造成了严重污
染。我们获悉后，与刑检部门同事一起依
法介入侦查，从违法行为人、工业污泥售卖
源头、水体及土壤被污染后果等方面制定
了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我们还针对生态
修 复 步 骤 及 费 用 ，走 访 了 环 保 部 门 及 专
家。但是，涉案源头企业远在江苏无锡，生
态修复责任如何落实成了一道难题。

我们尝试开展跨区域协作。在无锡当
地政府及检察机关的协助下，我们走访了涉
案源头企业，告知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并深入了解其赔偿能力和修复治理能力。我
们还组织该企业与污染所在地镇政府、环保
部门进行协商，推动他们签署了《环境污染
生态修复赔偿协议》，促使涉案源头企业全
额支付了生态修复费 1400余万元。之后 3年
多，我们持续跟踪监督生态修复情况，一点
点看见被污染区域重现生机。

这一案件让我们对公益诉讼“保护之
诉”“协同之诉”的职能定位有了更深的理
解。为推动大运河保护工作的地区协作，
2023 年 4 月，我院与大运河沿岸部分检察
院共同签署京杭大运河跨区域检察共护工
作机制，为大运河公益保护“上下游同
行”提供了制度保障。该协议签订后，我
院办理了涉大运河公益诉讼案件 4 件，发
出诉前检察建议 2 份，推动大运河环境整
治 6处。

白鹭飞，芦苇长，碧波浩渺。我家就在
运河边，我常常去河边散步，感受这令人心
旷神怡的美景。我想，我会继续以一个检
察人的初心守护大运河，让大运河千年“流
动的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整理：本报通讯员周松）

让大运河“流动的文化”焕发新光彩

马鞍山市花山区检察院办案检
察官利用快速检测设备现场取证。

莆田市秀屿区检察院检察官实地调查案件情况。

邳州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刘宝华（左一）和同事们一起与当地乡镇工作
人员查看大运河生态保护情况。

2023 年 10 月 ，
屈洁（右一）和水务
部门工作人员一起
查看涉案单位自备
水源井封闭整改落
实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