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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初步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温室气体立体观测能力
中国气象局在 12月 1日举办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
已初步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温室气体立
体观测能力。据介绍，自 20世纪 80年代开
始，我国陆续建成了由 1 个全球大气本底
站和 6个区域大气本底站组成的大气本底
观测站网，实现对《京都议定书》管控的 7
大类 30 余种温室气体观测，形成了集观
测—运行监控—维护标校—质量控制—应
用分析等于一体的温室气体本底观测业务
体系。目前，中国气象局已建成 117 个高
精度温室气体观测站。

我国现行有效的生态环境标准达2357项
11月 30日，生态环境部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从 1973 年发布第一个环境标
准至今，我国已经累计发布国家生态环境
标准 2882 项，其中现行有效的 2357 项，支
撑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标准体系基本建成。
在标准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标准体系也
扩充发展为现在的两级六类。两级是国家
级和地方级，六类是生态环境的质量标准、
风险管控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监测标
准、基础标准、管理技术规范。现行的标准
体系，覆盖了各类环境要素和管理领域，体
系结构比较完整，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相适应，支撑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标准体
系基本建成。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标准的
技术内容、途径与国际接轨，限值指标已经
达到国际中等先进水平，其中机动车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南（2023年）》印发
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乡村振

兴 用 地 政 策 指 南（2023 年）》（下 称《指
南》）。《指南》坚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
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
线，通过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强化用途管
制、积极盘活存量等系列举措，切实提升自
然资源领域服务保障乡村振兴用地的能
力。《指南》确定了四条基本原则：坚持规划
引领，统筹谋划；坚持底线思维，保护优先；
坚持存量挖潜，高效发展；坚持以人为本，
维护权益。《指南》提出要通盘考虑土地利
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等，
不得违反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各类开发建设
活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生态
环境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强化
底线约束，优先保障生态安全、粮食安全、
国土安全。

（整理：杨璐嘉 来源：新华社、生态环
境部官网、《经济参考报》）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牛凌云

近日，一起由河南省唐河县检察
院提起的环境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件，在西峡县法院环境资源法庭开庭
审理。法院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
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某镇政府怠于履
职的行为违法。

今年 5 月，唐河县检察院在履职
中发现，该县某镇一家养殖场和一家
农牧有限公司在从事畜禽养殖经营

活动中，非法占用基本农田 285 平方
米，且对养殖场产生的畜禽粪便、污
水未进行合理处置即直接排入外部
环境，造成周边环境污染，严重损害
公共利益。随后，唐河县检察院向
该镇政府依法发出“对辖区违法占
用农田的建筑组织实施拆除、督促
复垦复耕；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
及时制止，采取措施，持续推进改
善人居环境”的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
察建议。两个月后，该镇政府书面回
复称“正在督促养殖场办理相应手

续，尽快将涉案地存在的土地、环保
问题彻底整改到位”。

今年 10 月，唐河县检察院在回
访中发现，该镇政府虽然有部分整
改 行 为 ， 但 仍 未 全 面 履 行 监 管 职
责，前述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行为
持续存在。该院遂按照河南省高级
法院环境资源类案件集中管辖的规
定，向西峡县法院提起环境资源行
政公益诉讼。

法院立案后，办案检察官和法
官一起多次前往现场查看，了解污

染状况，并督促该镇政府积极开展
整改。不久，该镇政府对涉案养殖
场和农牧公司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
行为进行了处理，被占用的 285 平
方米基本农田得到复垦；涉案养殖
场和农牧公司则在乡镇备案，待市
级审核、省级终审通过后正式上图
入库，纳入国家土地资源用途管控
范围。

因检察机关的诉求已全部实现，
唐河县检察院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
认该镇政府未履行土地监督管理职

责的行政行为违法。近日，法院经审
理作出上述判决。

此外，针对办案中发现的乱占耕
地建房、设施农业用地未办理备案手
续等土地违法问题，唐河县检察院开
展了整治违法占用农用地公益诉讼
监督专项活动，督促相关乡镇拆除乱
占耕地建房面积 5000 余平方米、整
治恢复耕地约 2 万平方米。该院还
与县自然资源局会签了《关于加强检
察监督与行政执法协作配合保护耕
地（土地）资源的意见》。

行政公益诉讼发力，推动整治恢复耕地2万平方米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农业种
质资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副
产品有效供给的战略性资源，是农
林科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业发展的
物质基础。

针对名优农产品种质资源面临
灭失风险等情形，四川省检察机关
通过公益诉讼履职，推动相关职能
部门采集物种并纳入种质资源基因
库，建立多部门协同保护机制，采取
常态化保护措施切实保护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为建设现代农业
强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贡献检察力量。近日，记
者赴四川省多地检察机关进行采
访，了解背后的履职故事。

“施家梨”又挂满枝头

“小时候屋院前后都是雪梨树，
一到秋天金灿灿的雪梨挂满枝头，
白莹莹的果肉含在嘴里香甜可口，
沁人心脾。”在四川省苍溪县一位老
人的记忆中，雪梨是儿时的蜜糖，更
是浓浓的乡愁。

老人提到的雪梨，全称为“苍溪雪
梨”，又名“施家梨”，在苍溪已有 1200
年的种植历史，具有果大核小、肉质脆
嫩、汁多味香、甘甜化渣的特点。

过去，“施家梨”在苍溪县得到
广泛种植，苍溪也因此被称为“中国
雪梨之乡”。2008年，苍溪雪梨被批
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5
年，苍溪雪梨栽培系统入选原农业
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然而，
受种植技术、经济收益等多方面影
响，近年来，“施家梨”的种植面积大
幅萎缩，物种生存受到威胁。

今年苍溪县两会期间，苍溪县人
大代表通过代表建议与公益诉讼检察
建议衔接转化机制，向检察机关提出

“苍溪雪梨老品种已经很少，现有雪梨
与之前口味大相径庭，很多老百姓还
是怀念老雪梨的味道，希望检察机关
在这方面开展工作”的建议。

“现在基本上没人愿意种‘施家
梨’这种老雪梨了。因为与新品种

‘黄金梨’相比，老雪梨对土壤和种植
技术的要求更高，不仅需要人工授
粉，还要定时除虫，相当麻烦。”在一
处农家院落，种梨大户张大妈无奈地
向前来开展调查的检察官道出原因。

为进一步了解“施家梨”的保护
和发展现状，今年 4月，广元市、苍溪
县两级检察院检察官前往该县 20多
个乡镇和相关行政机关走访调查，
通过现场勘验、无人机航拍等对“施
家梨”生存状况进行调查取证。经
调查，检察官发现“施家梨”仅在苍
溪梨文化博览园等 5 个区域有集中
栽培，且数量很少，相关部门对传统
老梨树等种质资源保护不力。

4月，苍溪县检察院邀请该县农
业农村局、县林业局、苍溪梨研究所
相关专家共同研讨“施家梨”种质资
源保护工作。相关农业专家指出，
作为自然筛选品种，“施家梨”具有
较高的自然适应性和抗逆性，对化
学农药、肥料依赖性较低，对丰富农

作物基因库和农业科研具有不可替
代的价值。

5 月 8 日，苍溪县检察院就“施
家梨”种质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举
行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人民监督
员和苍溪梨研究所、苍溪梨文化博
览园等单位工作人员参与。与会人
员一致认为，“施家梨”是苍溪农业
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
关开展传统雪梨种质资源保护公益
诉讼十分必要，林业、农业、乡镇政
府等要加强协作配合，争取将“施家
梨”种质资源纳入国家级种质资源
长期库和复份库。

会后，苍溪县检察院向该县林业
局和县农业农村局送达检察建议，建
议其全面普查“施家梨”资源状况，争
取专项资金对“施家梨”老梨树及零
散分布的百年老梨树进行抢救性保
护，并对苍溪雪梨园和苍溪梨研究所
进行标准化种质资源库改造。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立
即成立调查组，对“施家梨”种质资
源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确认苍溪雪
梨种质资源大树仅 560余株，其中 12
株为百年以上的古梨树，应纳入四
川省古树名木信息库并进行挂牌保
护。随后，相关部门争取到专项资
金，对 5个雪梨园进行升级改造。该
县林业局根据普查结果，按照古树
保护要求划定了保护区，设置了保
护牌，定期安排林业技术人员对老
梨树开展养护复壮。

为进一步推动苍溪传统雪梨种
质资源保护，苍溪县委、县政府又将

“施家梨”种质资源保护纳入经费预
算，从 2023 年起连续 3 年每年向苍
溪梨研究所划拨 500 万元，用于“施
家梨”种质资源的培育栽种。

9 月 15 日，广元市检察院牵头
知识产权部门、公安机关、法院等建
立协作机制，在保护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等知识产权领域通力配
合、互相支持。

秋天到了，苍溪老雪梨又挂满了
枝头。“今年的老雪梨产量较去年增
加了 20%以上，价格更高、销量更好，
我们当然也更喜欢收购这种老雪
梨。”一位苍溪雪梨经销商表示。

建设国家级花椒种质资源库

“世界花椒看中国，中国花椒看
汉源”，四川省汉源县素有“中国花
椒之乡”的美誉。近年来，在当地党
委、政府的重视推动下，汉源花椒被
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注
册成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入
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
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产品
保护名录。2021 年，汉源花椒的品
牌价值达 49.65 亿元，成为汉源乡村
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支柱。

然而，汉源境内一直未曾发现
过树龄在百年以上的花椒树。2022
年 7月，为保存花椒古树的优良种质
资源，汉源县检察院在全县范围内
开启了花椒古树的寻访保护工作。

经多方寻访、对比分析，两个月后，
检察官终于在清溪镇同心村五组发
现两株花椒古树。经调查，两株古
树树龄可能在 100年以上，但一直未
开展挂牌保护。

汉源县检察院将该线索向雅安
市检察院公益诉讼调查指挥中心报
告后，雅安市检察院公益诉讼调查指
挥中心决定由市、县两级检察院成立
办案组实行一体化办案。办案组先
后联合雅安市农业农村局，汉源县农
业农村局、县林业局，清溪镇政府以
及四川农业大学专家组多次到现场
进行实地考察。经专家组认定，这两
株花椒古树的树龄约 150年，是迄今
为止汉源县发现的最古老的花椒树，
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及优良基
因研究价值。但因相关部门保护缺
位、村民疏于管护，花椒古树树体生
理机能和活力下降，抗病虫害侵染力
低，部分已感染流胶病。

对此，雅安市、汉源县两级检察机
关多次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召开座谈
会，与会各方达成做好花椒古树保护、
护航乡村振兴的共识，推动形成采取
合理措施妥善保护花椒古树的意见。

随后，汉源县检察院分别向汉
源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局，清溪镇
政府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
议，督促多部门联合履职，保护好汉
源花椒种质资源并通过适当方式适
度开发花椒古树的文化、经济价值。

上述部门和单位收到检察建议
后，联合制定了汉源花椒古树名木
保护方案，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古树
保护工作。截至目前，两株花椒古
树均已挂牌，染病古树得到救治；修
枝促新、沃土施肥等工作已完成；花
椒古树种质资源已通过嫁接和采种
种植方式，进入汉源县省级花椒种
质资源库予以保存。据了解，在检
察机关的推动下，汉源县将建设占
地 300 余亩的国家级花椒种质资源
库用以保存古树种质资源。

同时，雅安市两级检察机关还
部署开展了农产品品牌保护公益诉
讼专项行动，督促行政机关办理花
椒油违规生产等案 3 件，推动汉源
县加快申报汉源花椒国家标准规
范，并促使相关部门完善了《“汉源
花椒”证明商标管理办法》《“汉源花
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了地理标志产品标识及
证明商标的授权与使用，目前有 34
家企业获得正式授权。

守护“米中钙王”遗传多样性

明清时期，南北商贾于四川泸州
往来频繁，泸州人常以罗沙坪产的稻
米为特产相赠，后辗转入宫，故得名“罗
沙贡米”。罗沙贡米又称泸州银针米，
有“米中钙王”之称，是四川省首个荣获
中国名牌大米的产品并入选首批国家
生态原产地保护目录的水稻品种。

“小范围种植优秀农产品难以形
成长远的经济优势，希望通过规模
化、精品化种植培育具有本地特色的
农产品，特别是加大罗沙贡米等龙马
潭区特有农产品的保护力度。”今年
泸州市龙马潭区两会期间，该区人大
代表舒宗燕在《关于集中发展特色农
产品、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产品销
售平台的建议》中提到。

今年 3月，龙马潭区检察院依托
《龙马潭区人大代表建议与公益诉
讼检察建议衔接转化工作办法》，了
解到该线索并开展调查，发现罗沙
贡米存在种植面积下降、品质下滑、
物种生存空间受到挤占等情形，导
致该物种生存受到威胁，遂将此线
索层报四川省检察院。

四 川 省 检 察 院 了 解 相 关 情 况
后，与泸州市检察院、龙马潭区检察
院一起走访四川省农科院，委托其
对罗沙贡米种植基地土壤进行检
测。此外，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
区三级检察机关还邀请四川省农科

院专家、涉农专业省人大代表、相关
职能部门代表等召开联席会议，共
同研究保护罗沙贡米种质资源的具
体措施。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从农
产品遗传多样性角度看，罗沙贡米
的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研究利用与
繁育推广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随后，龙马潭区检察院向相关
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引
入技术支持，加强与院校、科研机构
合作，快速推进对罗沙贡米的提纯
复壮，加快罗沙贡米标准化农田建
设，依法依规对罗沙贡米种质资源
予以保护、利用、推广。

相 关 行 政 机 关 收 到 检 察 建 议
后，与四川农业大学开展合作，在海
南省陵水县椰林镇四川农业大学水
稻研究所建立罗沙贡米种质资源繁
育基地，开展提纯复壮工作，对罗沙
稻纯正株系生物学特征进行鉴定，
目前已筛选出 3株产量高、品质好的
水稻株系，开展 20 个品种的大田对
比实验及土壤检测。

龙马潭区检察院主动向党委、
政府报告，争取支持，当地投入 100
万元建设罗沙贡米核心基地，建成
种质资源圃 1个、罗沙贡米屏障繁育
基地高标准农田 140亩，助力打造地
方特色品牌。同时，龙马潭区建立
了罗沙贡米示范区，设立教育实践
基地，不断提升公众对种质资源和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

今年 8月下旬，罗沙贡米迎来了
收割季，数台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稻
谷，到处是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

助力古茶树产业振兴

四川省旺苍县是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米仓山茶的主产区。旺苍
县检察院积极融入全县发展大局，
围绕“红色旺苍、中国茶乡”县域核
心品牌定位，案件化办理代表委员
意见建议，积极开展古茶树保护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为推动产业振兴
贡献检察力量。

今年初，一位四川省人大代表
向旺苍县检察院反映：大两镇辖区
存在古茶树养护不善、保护不力，不
利于古茶树种质资源保护和有效利

用等问题。因古茶树是国家重要的
茶树种质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文
化、生态和科研价值，旺苍县检察院
立即组建专案组，对大两镇 1.75 万
亩古茶树管护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专案组经走访，发现大两镇辖区
存在部分古茶树被破坏、有病虫危害
现象以及无人管护等8方面问题。旺
苍县检察院随即组织行业主管部门及
乡镇围绕古茶树保护必要性等进行公
开听证，并邀请人民监督员及茶叶协
会会长对公开听证进行评议。会上，
该县农业农村局等职能部门表示，将
针对检察机关及听证员提出的意见
建议积极履职，切实整改。会后，旺
苍县检察院围绕加强古茶树种质资
源保护等依法向大两镇政府和县农
业农村局、县林业局发出检察建议。

被建议单位收到检察建议后，
针对性进行整改，3000 余亩古茶群
落得到有效保护。大两镇政府及时
争取专项资金，对部分重点古茶树
进行围栏保护，增设摄像头 10余个；
旺苍县农业农村局专题向该县县
委、县政府汇报整改情况，争取到专
项资金用于规划建立旺苍县农业野
生茶原生态环境保护区，带动区域
脱贫监测户人均增收 2000 余元，助
推旺苍县政府打造特色小镇，探索
茶文化、茶旅游以及茶康养等产业
融合发展。

在旺苍县检察院的推动下，该
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制定了《大两
镇古茶树保护与利用项目实施方
案》，明确由大两镇政府牵头对辖区
古茶树逐一建立图文档案、定制保
护牌，挂牌后移交园区统一管护。
目前，相关部门已新设种质资源保
护核心区、司法保护区标识 1 处，办
理古茶树“身份证”4000余个，为 3棵
百年以上的古茶树挂上了“三级古
树名木”保护标识牌。

今年 5月，旺苍县检察院牵头与
该县法院、县林业局等八部门召开
联席会议，会签了《关于建立生态司
法生态执法协作机制 合力保护古
茶树种质资源的意见》，明确相关部
门要加大古茶树茶叶品牌知识产权
保护，并充分利用东西部协作平台
探索古茶树群落文旅融合发展，进
一步提升古茶品牌影响力。

攥紧种业攥紧种业““芯片芯片””
四川四川：：助力保护农业种质资源服务乡村振兴助力保护农业种质资源服务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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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四川省
苍 溪 县 检 察 院 干
警 查 看“ 施 家 梨 ”
收成情况。

图②：四川省
检 察 机 关 与 四 川
省农科院专家、涉
农 专 业 省 人 大 代
表、相关职能部门
代 表 共 同 研 究 保
护 罗 沙 贡 米 种 质
资源具体措施。

图③：四川省
旺 苍 县 检 察 院 检
察 官 在 回 访 中 看
到 古 茶 树 已 被 挂
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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