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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上草原，位于辽宁省彰武县，
因 在 科 尔 沁 沙 地 上 形 成 草 原 而 得
名。近年来，漠上草原成为休闲游的
热门目的地，观林海草原、品沙泉鱼
宴，感受荒山成林海、沙地变绿洲的
历史变迁，逐渐成为新的度假潮流。

“ 荒 漠 化 综 合 防 治 和 推 进‘ 三
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
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这其中，检察机关理
应有为、大有可为、必有作为。”辽宁
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高鑫表

示，以检察监督推进荒漠化综合防
治，护航“三北”生态，一直以来都是
辽宁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辽宁省检察机关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
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加强荒漠
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
态 工 程 建 设 座 谈 会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
用，坚持系统观念，以推进防沙治沙
为主攻方向，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治理。

漠上草原的变迁漠上草原的变迁
从检察履职看荒漠化综合防治从检察履职看荒漠化综合防治

我国508万余株古树名木全部实现落地上图
日前，国家林草局召开 2024年首场新闻

发布会，介绍近年来全国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发布会介绍，国家林草局在资源普查档案和数
据库基础上，结合各地补充调查最新数据，开
发上线全国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集合数据
采集、项目管理、统计分析、多维展示等功能，
分批次组织各省开展数据质检，查缺补漏、核
实信息，普查范围内的508万余株古树名木全
部实现落地上图。目前，全国古树名木数据完
整性、准确性、规范性大幅提升，初步建成全国
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一张图、一套数、一个平
台，实现了动态、精准管理。各地在摸清资源
本底基础上，严格落实挂牌保护。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明确新标准
日前，生态环境部与相关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
指导意见》，规定了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要坚持 3 方面基本原则：一是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二是经济适用，梯次推进；
三是典型引路，建管并重。该意见进一步强
调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要以改变污水造成的
脏乱差状况和环境污染、杜绝未经处理直
排环境为导向，并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就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评判提
出基本标准：基本看不到污水横流，基本闻
不到臭味，基本听不到村民怨言。

云南立法保护九大高原湖泊
据云南两会公布，2023 年，云南新修

订或制定滇池、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
麓湖“五湖”保护条例，加上此前已先行完
成修订的异龙湖、洱海、程海、泸沽湖“四
湖”保护条例陆续施行，云南九大高原湖泊
保护治理有了坚强法治保障。九大高原湖
泊保护条例科学明确了各湖泊“两线三区”

（湖滨生态红线、湖泊生态黄线，生态保护
核心区、生态保护缓冲区、绿色发展区）的
功能定位、范围，并根据不同湖泊的自然特
点在保护措施、管理职责和保障监督等方
面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

（整理：杨璐嘉 来源：生态环境部官
网、《中国绿色时报》）

检察机关自觉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 思 想 、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为 指 引 ，
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 ， 着 力 加 强 生 态 环 境 和 资 源 保
护，以高质效办案加强荒漠化防治
司 法 保 障 。 以 辽 宁 省 检 察 机 关 为
例 ， 他 们 聚 焦 沙 化 荒 漠 化 土 地 治

理 ， 以 “ 三 北 ” 工 程 建 设 为 抓 手 ，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 统 治 理 ， 实 现 了 由 “ 沙 进 人 退 ”
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面对新时期党和国家提出的荒
漠化防治新任务、新要求，希望检察
机关能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司法保护和系统治理，在推动荒漠
化防治中展现检察担当：一是建立与
行政机关协同配合的治理机制，凝聚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合力，推动行政执
法与司法衔接取得成效；二是加强科
普和法治宣传，积极发挥“益心为公”
志愿者队伍的职能作用，鼓励、引导
公众参与，畅通线索举报渠道，与人
民群众拧成一股绳，形成公益保护的
合力，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三
是完善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管理使
用制度，让赔偿金更加高效用于生态
环境修复。

在沙漠化防治中展现检察担当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彰武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农艺师 王秀英

辽宁位于科尔沁沙地的南端，
其西北部的科尔沁沙地达 587.5 万
亩 ， 占 全 省 沙 化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87.3%。 历 时 45 年 的 辽 宁 “ 三 北 ”
防护林体系建设，有效遏制了科尔
沁沙地的南侵。在治沙进程中，检
察机关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尤
其是地处科尔沁沙漠边缘的“漠上
检盾”——彰武县检察院。

烟叶种植经济附加值高，但需
要在未耕种过其他农作物的土地进
行种植。为抢抓烟叶种植时节，韩
某某、李某某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
准，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
况下，购买并擅自采伐 65 亩近 2880
棵树龄在 22年以上的林木。

彰武县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
办案中发现上述公益损害线索后，
及 时 移 交 至 该 院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部
门，确认了公益损害事实和责任主
体。随后，该院向彰武县林业和草
原局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
议，建议其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
处罚，并责令违法行为人对受损林
地进行补植，恢复当地自然生态。

“为确保受损公益及时得到修
复，我们全程参与到补植复绿中，
监督韩某某、李某某依法补种补植
树木 180 余亩。”办案检察官于艳红
告诉记者，目前补种的 180 余亩林
木长势良好，成活率在 80%以上 ，
生态得到有效修复。

在检察机关的综合履职下，同
样地处“八百里瀚海”科尔沁沙地
南缘的康平县，也有一处受损近 10

年、总面积达 412 亩的公益林得到
有效修复。

康平县检察院在开展辖区森林
资源公益保护专项监督工作中，发
现承包人非法采伐林木后一直未更
新造林的线索。在查清公益损害事
实、固定相关证据的基础上，康平
县检察院通过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督促康平县自然资源
局整治破坏防护林违法行为。该县
自然资源局采纳了检察建议，将林
地使用权从承包人处收回，并责令
相关责任人对 412 亩林地及时补植
复绿。

“目前，涉案地块已全部补种
完毕，补种树苗成活率达到 85%以
上。”康平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李奇洋介绍道，以办理此案为
契机，该院对全县采伐林木后不及
时补植、改变林地用途等侵害林地
现象开展全面排查，立案办理防护
林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22 件，督
促 恢 复 林 地 1800 余 亩 。 2023 年 9
月，该案入选最高检发布的首批荒
漠化防治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我们积极落实一体化办案机
制，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依法介入盗
伐、滥伐林木等刑事案件，精准提
出补植复绿诉请，以检察建议督促
相关责任部门整治破坏防护林的违
法行为，同时探索建立‘林长+检
察长’协作机制，积极推进科尔沁
沙地辽宁地区沙地治理工作。”辽
宁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
工作的副检察长张为介绍道。

打击涉林犯罪，协同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

彰武县硅砂、旱砂等工业矿物
原料储量丰富。受利益驱使，该县非
法采矿现象屡禁不止，以矿山修复、
土地整理等项目为名实施违法开采
牟利的问题层出不穷，对生态环境
造成严重损害。

2022 年 2 月，彰武县检察院在履
职中发现，王某博、孙某凌违反矿产资
源法的规定，非法开采旱砂原矿 10.5
万立方米，致使国有矿产资源流失，严
重破坏生态环境。该县检察院随即立
案，并发出公益诉讼诉前公告。

“公告期届满后，没有机关和组
织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我院
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彰武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汤
海朋介绍道。最终，法院支持了检察
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处被告人
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至一年不等，
没收违法所得，各并处罚金；同时还
判处其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补偿金及
相关费用 99.21万元。

此外，彰武县检察院同步向该

县自然资源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对当事人因破
坏资源所应承担的生态损害赔偿金
依法进行鉴定，并加强对矿产资源
日常监管。

两个月后，一份长达 10 页的检
察建议回复函送到彰武县检察院。
该县自然资源局采纳了全部的检察
建议，在优化城乡资源管理、加大矿
产资源保护力度、完善常态化监督
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整改，并启动
了“百日严打”专项行动，对发现的
12 起案件逐一进行处罚，1 件涉嫌刑
事犯罪线索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有效遏制了矿产资源盗挖、盗采等
违法问题。

据统计，2017 年以来，辽宁省检
察机关立案办理的 1083 件荒漠化综
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
程建设公益诉讼案件中，提起诉讼
338 件，其中，民事公益诉讼 50 件，行
政公益诉讼 10 件，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 278件。

以“诉”的确认强化荒漠化防治检察监督刚性

“ 现 在 河 里 水 清 了 ，环 境 变 好
了，附近居民紧闭的窗户也敢打开
了。”盘锦市检察院检察官裴光彦告
诉记者，在检察机关的全程推进下，
由兴隆台区政府投资建设的螃蟹沟
改造工程全面完成，居民们不仅彻
底告别了困扰多年的“臭水沟”，还
多了一个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因附近养殖户私自排污，原本清
澈的螃蟹沟变成了臭水沟，居民们曾
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但污染问题迟
迟未得到有效解决。无奈之下，居民
代表带着有 193 个签名的联名举报
信来到兴隆台区检察院寻求帮助。

兴隆台区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
组第一时间来到污染现场进行勘查、
录像、拍照，及时固定相关证据，并分
别向区生态环境部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
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立
即展开相关工作，确定并处罚排污主
体，封堵排污暗管，抽排黑臭水体。

就在裴光彦认为可以结案的时
候，他和同事却在回访中发现问题
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由于原水
网遭到破坏，水体无法流动，丧失自
净能力。气温升高时，沟底污泥发

酵 ，散 发 出 异 味 ，彻 底 整 治 投 资 巨
大。”裴光彦回忆道。

那 时 ，生 态 修 复 一 度 陷 入 困
境。恰逢辽宁省检察院组织开展水
环境保护专项监督活动，盘锦市检
察院当即决定启动市区两级院“一
体化办案”模式，将该案列为专项活
动挂牌督办案件。

在 两 级 检 察 机 关 的 反 复 协 调
下，各个职能部门很快达成“加快推
进 污 水 整 治 及 水 网 改 造 ”的 共 识 。
兴隆台区政府将水体引入螃蟹沟，
在实现黑臭水体“活起来”的同时解
决了洼区排水不畅难题。

借力专项监督活动，地处“八百
里瀚海”科尔沁边缘的辽宁省检察
机关重视强化对水资源、耕地资源
和林地资源的综合保护。

在“水环境保护”专项监督活动
中，阜蒙县检察院在办理八道河桥
国考断面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
中，多次联合县水利局、河长制办公
室、相关镇政府赴案件现场研究治
理方案，综合运用诉前检察建议、联
席会议等手段，督促相关部门依法
履职，极大地推动了河道治理工作
顺利开展。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

八道河 14 余公里的河道得到全线清
理，清运垃圾 3000 余吨，国家地表水
考核断面河水水质明显好转，惠及
周边村民 7000 余人。

近年来，辽宁省检察机关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切
实加大耕地、林地、湿地、草原等生
态资源的公益诉讼保护力度，以公
益诉讼推动治水、护水、节水、用水，
以专项监督为牵引推动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治理，共同筑牢北方生
态安全屏障。辽宁省检察院先后在
全省组织开展了“水环境保护”“保
护黑土地 守护大粮仓”等专项监督
工作；发布全国检察机关第一部以
农村土地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为主题
的白皮书——《辽宁省农村土地资
源（黑土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白皮
书》；与省河长制办公室联合建立了

“河长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指导
推动全省 48 个市、县检察院与当地
河长制工作机构建立协作机制。

据统计，2017 年以来，辽宁省检
察机关督促恢复被毁损的耕地、林
地、湿地、草原 4.9 万余亩，清理污染
和非法占用的河道 400 余公里，清理
污染水域面积 1100 余亩。

开展专项监督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

□本报记者 张宇虹 窦晓峰 通讯员 李智宇 谢成邦

“防沙治沙工作往往存在多头
管理、交叉管理、跨行政区划管理等
问 题 ，极 易 造 成‘ 无 人 管 理 ’的 窘
境。”辽宁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
邹德芳介绍道，为破解“九龙治水”
难题，辽宁省检察机关给出了探索
建立完善多元共治体系，构建点线
面结合的公益诉讼生态防护网络的

“辽检方案”。
柳河，自科尔沁沙地而来，流经

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辽宁省阜新
县、彰武县，后于辽宁省新民市汇入
辽河。

“在辽河众多水系中，柳河水最
少、沙最多，每逢汛期，河水夹沙而
下，每立方米最大含沙量达 1440 公
斤，被称为‘北方小黄河’。”彰武县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汤海朋告
诉记者，近年来，柳河流域综合治理

一直都是科尔沁沙地治理的一项重
要工作。

为 破 解 柳 河 治 理 难 题 ，在“ 河
长 + 检 察 长 ”工 作 机 制 的 基 础 上 ，
2023 年 4 月 17 日，彰武县检察院、新
民市检察院、库伦旗检察院在充分
协商后，召开柳河流域公益诉讼协
作机制座谈会，并联合会签《关于建
立柳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
协作工作机制的意见》，建立了联席
会议、线索移送、资源共享等公益诉
讼协作机制，助力柳河流域生态综
合治理进入快车道。

近年来，辽宁省检察机关始终
高度重视社会各方、各职能机关协
同作用，努力打破防沙治沙行政区
划界限，积极扩大防沙治沙公益诉
讼检察“朋友圈”“机制群”，初步构
建起点线面结合的公益诉讼生态防

护网络。其中，辽宁省检察院与内
蒙古自治区、吉林省、黑龙江省检察
院共同组织开展“祖国北部绿水青
山蓝天联合护航行动”，建立辽河流
域水资源保护和森林资源保护检察
监督协作机制；与审计署沈阳特派
办、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建、水利
等部门建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
协作机制；组织召开“辽宁公益诉讼
检察宣传形象大使暨‘益心为公’志
愿者聘任大会”，聘请两名辽宁公益
诉讼检察宣传形象大使和 232 名省
级“益心为公”志愿者。目前，辽宁
省检察机关共聘任“益心为公”志愿
者 3562 人；沈阳、阜新、铁岭、朝阳、
葫芦岛等地检察机关与省内外毗邻
检察院就辽河流域、柳河流域等区
域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建立 6个协作机制。

完善机制构建公益诉讼生态防护网络

20232023年年88月月，，辽宁省检察机关办案检察官深入某企业辽宁省检察机关办案检察官深入某企业““以光锁沙以光锁沙””项目调研项目调研。。

2023年 8月，辽宁
省彰武县检察院检察
官在某草原调查取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
彦淖尔市考察时强调，人类要更好地
生存和发展，就一定要防沙治沙。近年
来，我国沙化土地治理呈现出“整体好
转、改善加速”的良好态势，但沙化土
地面积大、分布广、程度重、治理难的
基本面尚未根本改变。作为防沙治沙
的一员，检察机关应当深入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
依法能动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以高质

效办案助推高质量防沙治沙工作。
一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

共同体”理念，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
统质量和稳定性。沙化土地治理区所
在地检察机关应当聚焦“主责主业”，
依法打击涉林、涉草、涉湿、涉沙等违
法犯罪行为，筑牢森林、草原、湿地、
荒漠生态保护修复的司法“底线”；通
过制发检察建议、召开公开听证会等
手段，依法监督各级政府对治沙、治
水、治山的全要素协调和管理。

二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充分考虑防沙治沙与经济社
会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沙化土地治理

区所在地检察机关在依法履职过程中，
应坚持天然沙漠保护、沙化土地治理与
沙石资源合理利用并举，既要通过依法
严厉打击涉沙违法犯罪行为、充分发挥
涉沙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守护来之不易
的防沙治沙成果，同时还应通过司法手
段使“绿水青山”更好地转化为“金山银
山”。特别是对于风光发电、硅砂等新型
产业化防沙治沙模式，检察机关应当从
助力企业合规建设、督促政府优化营商
环境等方面入手，依法规范社会和民间
资本的进入并保护相关主体所享有的
合法权益，为当地实现绿色发展提供
有力的司法保障。

“两个坚持”做好防沙治沙工作
□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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