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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检察机关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开
展江河湖海公益保护专项行动，持续
健全跨流域一体化协作机制。2022 年
3 月，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在对江苏省开展督察时发现，镇江市
长江干流岸线生态破坏和污染问题较
为突出。同年 6 月，最高检将该线索
交省检察院并挂牌督办。为实现长江
岸线生态环境系统性保护，省检察院
决定直接立案办理，采取省检察院统
筹主办、相关市区县院同步办理关联
案件的“1+N”办案模式。目前，案
件已办理终结，共立案 238 件。

在办理该案中，江苏省检察机关
主要有以下做法：

第 一 ， 直 面 岸 线 治 理 “ 硬 骨
头”。一是综合履职解决固废倾倒江
滩问题。聚焦冲滩拆船、非法堆放危
废等污染江滩、破坏岸线生态问题，
办 理 相 关 案 件 52 件 ， 推 动 清 运 危 险
废 物 、 固 体 废 物 14 万 余 吨 。 二 是 上
下一体解决非法排污入江问题。积极
参与督察反馈长江干流企业偷排、乱
排问题治理，省检察院以交办、指定
管辖等方式交基层院以民事公益诉讼
立案，追究排污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责任。三是统筹协调解决非法占用岸
线问题。协同流域机构与属地政府及
其职能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办理关联
案件 22 件，推动拆除违章建筑约 18

万平方米。
第二，积极借力借智。一是加强

执法司法协作。省检察院与省督改办
建立日常联络机制，全程跟踪整改进
展、掌握问题销号情况；与省生态环
境厅、省水利厅加强协作，对重点问
题联合督导 4 次；与镇江市政府及其
5 家 县 级 政 府 、 8 家 市 级 行 政 机 关 召
开圆桌会议 2 次。二是聚合志愿者力
量。与民主党派共推“益心为公”志
愿 者 检 察 云 平 台 建 设 ， 邀 请 74 名 志
愿者参与案件办理，提供智力支持。
三是强化数字赋能。通过共享江苏海
事局“船 E 行”监管数据，借助区块
链技术构建法律监督模型，智能发现
船舶洗舱水、油污水不规范处置等问
题 1.4 万余条。

第三，注重“三个效果”统一。一是
做实恢复性司法。追偿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金 3800 余万元，采取损害赔偿、补
植复绿、异地修复、劳务代偿等方式，
督促做好岸线生态修复工作。与行政
机关、审判机关会签协作机制，规范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使用，在污染原址
建 成 79 亩 长 江 水 生 态 资 源 司 法 修 复
基地。二是促进社会治理。针对办案中
发现的系统性、区域性、行业性问题，
省检察院向省委报送专题报告，提出 5
项具体工作建议；市县区检察院制发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15 份，推动完善长
效工作机制 17 项。

办理该案有几点体会：一是要增
强政治自觉，把依法办理长江岸线生
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作为坚定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的检察实践。二是要找准履职切
入点，在属地党委有力领导、督改办
统筹协调下精准履职，切实做到到位
不越位、帮忙不添乱。三是要发挥检
察职能优势，既要发挥上下一体、左
右协同优势，还要综合运用“四大检
察”，解决岸线污染刑事犯罪、民事
侵 权 、 行 政 违 法 、 公 益 损 害 交 织 难
题。四是要注重系统治理，聚合行政
机关、“益心为公”志愿者等多种力
量，携手“共抓大保护”。

高质效办好公益诉讼专案
服务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石时态

近年来，安徽省检察机关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聚焦长江大保护，充分发挥公益诉讼
检察职能，为守护绿色江淮美好家园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2023 年 2 月，为
进一步巩固长江船舶污染治理公益诉
讼专案成效，推动全省船舶污染问题
系统治理，省检察院对淮河船舶污染
问题以事立案。专案办理中，各地共
摸排船舶污染问题线索 94 件，立案
82 件，制发检察建议 70 件，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 1 件。通过专案办理，共
推动行政机关建立船舶污染物处置机
制 17 项、建立完善信息监控系统 78
处、处罚违法排污船舶 42 艘、处置

“三无”船舶 85 艘、清理非法浮吊船
7 艘、整改违法码头 37 座，我省船舶
污染问题得到系统性解决。该案入选
最高检“高质效办好每一个公益诉讼
案件，更高水平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典型案例。

第一，以“高站位、系统抓、促发
展”为导向，推动问题治理。

一是坚持系统性理念。省检察院
将推动淮河污染治理作为助力大江大
河系统保护的重要举措，办案中坚持
做到“船—港—城”“收—接—转—处”
全流程、全链条监督，将系统性理念贯
穿始终。二是坚持高位推动。省检察
院专题研究部署并确定一名专职检委
会委员作为承办人，沿淮 8 市两级检

察机关同步成立专案组，协同推进专
案办理。三是坚持解难题与促发展并
重。将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与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同步对江
淮运河、芜申运河航道安全问题开展
监督，推动消除相关航运段安全隐患
17处，守护长三角黄金水道。

第二，以“一体化、科技化、协同
化”为抓手，破解办案难题。

一是一体推进破除阻力。构建省
检察院主办、相关市县院同步办理的

“1+N”办案模式。如，针对废弃船舶
造成水域污染、破坏寿县古城风貌问
题，省检察院盯人盯案，多次组织现场
办案，推动相关部门投入 920 万元实
施岸线整治，彻底解决废弃船舶污染
问题。二是科技赋能立体取证。依托

“智慧公益诉讼平台”，对线索统一管
理、远程指挥、即时评估。同时成立技
术辅助小组，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
数据检测对比等技术开展取证活动，
提高办案质效。三是聚智聚力协同攻
坚。主动走访省交通、水利、海事等部
门，开展案件会商研判。注重借助“外
脑”，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
及专业领域特邀检察官助理、“益心为
公”志愿者参与办案活动。

第三，以“精准性、规范性、可诉
性”为目标，提升办案质效。

一是增强办案精准性。以“最能推
动问题解决”的部门为主要监督对象，
认真研判监管盲区，强化溯源治理。
如，针对“三无”船舶治理难问题，指导
蚌埠市院推动市政府成立联合认定小
组 ，依 法 认 定 并 取 缔“ 三 无 ”船 舶 23
艘。二是增强办案规范性。严格案件流
程管理，省检察院安排专人审查办案
各环节，及时纠偏。同时，坚持以公开
促公正，举行听证会 36 场、论证会 3
场。三是增强办案实效性。省检察院对
重点案件和长期整改不到位的案件直
接“回头看”，督促整改落实。如，针对
霍邱县地方海事处对违法排污企业未
全面履行监管职责问题，指导霍邱县
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诉”的
确认推动问题解决。

发挥一体化履职优势
推动船舶污染问题系统治理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陈武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鄱阳湖湿地违
法情形多样、管理主体众多、监管层
级不一等问题，省检察院直接以事立
案，推动解决跨区划跨流域治理难
题，以法治力量忠诚守护“长江之
肾”，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第 一 ， 坚 持 高 站 位 推 进 ， 以 专
案办理推动鄱阳湖流域专项治理取
得 实 效 。 一 是 争 取 人 大 监 督 支 持 。
省人大监察司法委联合省检察院赴
省水利厅、省林业局等单位开展专
题调研，相关单位大力支持，同步
向省检察院移送了一批破坏湿地的
问题线索。二是强化组织保障。省
检察院党组专题研究制定配合开展

“守牢生态安全底线”主题活动工作
方案，同步部署为期一年的“鄱阳
湖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公益
诉讼专项监督活动，明确要求对破
坏 河 湖 湿 地 等 问 题 开 展 重 点 监 督 。
三是上下一体联动发力。省检察院
于 今 年 4 月 直 接 立 案 ， 由 检 察 长 担
任 主 办 检 察 官 ， 同 时 下 发 工 作 方
案 ， 采 用 “1+3+N” 的 办 案 模 式 ，
由 省 级 院 检 察 长 担 任 专 案 组 组 长 ，
沿 湖 的 九 江 、 南 昌 、 上 饶 3 个 市 级
院及 11 个基层院的检察长分别担任
专案分组组长，形成上下一体、同
题共答的办案格局。

第 二 ， 紧 盯 “ 高 质 效 办 好 每 一
个案件”目标，努力提升专案监督
工作质效。一是坚持因地制宜，开

展特色监督。省检察院对各地收集
的线索逐一分析研判，指导沿湖检
察 机 关 结 合 本 地 实 际 找 准 切 入 点 ，
聚 焦 违 建 侵 占 湿 地 、 污 染 湿 地 环
境、非法放牧、破坏湿地生物多样
性等问题开展特色监督。二是紧盯
重 点 问 题 ， 办 理 “ 硬 骨 头 ” 案 件 。
省检察院跟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警示片、中央和省生态环保督察等
披露的问题线索，聚焦社会关注的
湿 地 生 态 环 境 受 损 问 题 开 展 监 督 。
三 是 强 化 湿 地 修 复 ， 助 推 综 合 治
理。坚持把办案与修复治理工作有
机结合，推动湿地修复工作取得实
效。今年以来，沿湖检察机关共摸
排涉鄱阳湖湿地保护领域问题线索
191 条，立案 172 件，督促回收和清
理生产类固体废物 3503 吨，督促查
获 收 缴 非 法 网 具 、 禁 用 渔 具 57 件 ，
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投放或放流鱼苗
141 万尾，督促修复湿地及相关水域
面积 635 亩。

第三，凝聚共识强化协作，推动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湿地保护工作格
局。一是完善公益诉讼工作机制。省
检察院与省林长办联合下发 《关于进
一步深化“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
的通知》，与省林业局联合印发 《关
于建立健全湿地保护领域行政执法
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
为推动解决鄱阳湖湿地内存在的违
规放牧、越野车碾压湿地等“老大
难 ” 问 题 提 供 强 有 力 的 制 度 支 撑 。
二是积极借助“外脑”智慧。全省检
察机关充分运用好“益心为公”志愿
者检察云平台，主动邀请特邀检察
官助理和湿地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案
件办理，为湿地司法保护提供强大
助力。三是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坚
持“谁执法谁普法”，利用“世界湿
地日”“世界水日”“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宣传周”等重要时间节点，通过新
闻发布会、公开听证等多种形式广泛
宣传湿地保护典型案例和法律法规，
提高公众湿地保护意识，推动湿地全
面保护和有效管理。

办好鄱阳湖湿地保护专案
以高质效履职守护“长江之肾”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丁顺生

湖南省检察机关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湖南时关于“守护好一江碧水”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嘱托，积
极参与和推动河湖流域综合治理。2021
年，中央环保督察通报指出，洞庭湖区
普遍存在化肥减量工作不力的问题。通
过排查，我们发现华容县东湖长期过度
投肥养殖导致水质降至劣Ⅴ类。考虑到
湖区污染程度重、污染主体多、涉及水
域广、持续时间长、生态修复难，省检察
院组建专案组直接立案办理，持续推动
依法治污、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目前，
东湖水质连续 8 个月达到Ⅳ类标准，近
3个月达到Ⅲ类标准。

2002 年，华容县政府与某上市水
殖公司分别以东湖 50 年水面养殖权和
现金出资，成立渔业公司，由水殖公司
控股经营。2003 年至 2017 年，渔业公司
在东湖水域投肥投药 13.61 万吨从事水
产养殖，大规模捕捞能吸释磷肥的螺蛳
蚌壳等底栖动物，湖底沉积含磷淤泥
0.8 米至 1 米、有效磷总量 1396 吨，水体
总磷严重超标、自净功能基本丧失、水
质下降至劣Ⅴ类。

在办理该案中，湖南省检察机关主
要有以下做法：

一、坚持示范引领，深入调查研判。
省检察院决定从省市县三级院抽调 20
余人组建专案组，由省检察院分管副检

察长担任专案组长，以民事公益诉讼为
切入口直接立案领办。专案组通过深入
调查，查清了渔业公司投肥养殖污染东
湖水体的违法事实，认定渔业公司承担
81%的治污责任、生态修复费用为 3.1
亿元。同时，督促审计部门调查水殖公
司与渔业公司是否存在财务牵连、人格
混同，以及经营现状、现有资产等情况，
为县政府与水殖公司商谈股权转让提
供支持。

二、做实释法说理，促成一元转让股
权。专案组上门释法说理，阐明长期过量
投肥养殖的违法性、危害性和治污法律
责任，分析上市公司涉诉风险，提出整改
建议，促成水殖公司与渔业公司及县政
府平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一
元价格将股权全部转让，并承诺将其应
得收益全部用于东湖水环境治理。

三、加强府检联动，凝聚整改合力。
专案组 7 次组织召开案件协调会、磋商
会、座谈会、督导会，与市县政府和相关
职能部门就水殖公司退出经营、治污责
任落实、生态修复治理等事项达成共
识，加强协作配合。目前，已争取中央、
省级专项治理资金 1.4亿元。

四、推动赔偿磋商，落实治污责任。
专案组派员参加磋商会议，按照“谁污
染、谁担责”的原则，就责任主体、责任
比例、赔偿金额、履行方式与期限等内
容出具《支持磋商法律意见书》，监督支
持岳阳市政府与渔业公司达成分期付
款 3.1 亿元的赔偿协议，摆脱了“企业污
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境。

办理该案有几点体会：一是必须
坚持把依法治污、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贯穿办案始终，推动解决谁来治、如何
治的问题。二是必须坚持把可诉性、精
准性、规范性贯穿办案始终，确保“高
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三是必须坚持
寓监督于支持，以法治的力量保障善
治、促进发展。四是必须坚持把大要案
变成“练兵场”，以实战实训锻造一支
高素质公益诉讼检察队伍。

坚持寓监督于支持
促进依法治污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叶晓颖

以高水平保护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编者按 5 月 16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联合在湖北宜昌召开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会议期间，江苏、安徽、江西、湖南、贵州、湖北六省检察院
围绕高质效办案服务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作经验交流。现将发言内容摘要如下，以资借鉴。

贵州检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以及贵州要守好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重要指示精神，
将最高检移交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警示片中涉及赤水河流域问题整治作
为重要政治任务，自觉强化上游担
当，确保一河清水送长江。

第 一 ， 依 托 “ 小 专 项 ” 构 建 联
动治理“大格局”。我们深化一体履
职要“战力”。部署赤水河流域生态
保护专项行动，开展“全流域、全
领域、全行业”检察监督，办理公
益诉讼案件 232 件。省检察院针对违
法建设、违法生产破坏流域生态环
境等问题以事立案，三级检察院一
体化办理案件 77 件。我们加强区域
协作聚“合力”。牵头与四川、云南
相关基层院签订协作意见，建立信
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履职等机
制 ， 实 现 上 下 游 联 动 、 左 右 岸 协
同。我们创新监督方式借“外力”。
研发水资源保护法律监督模型强化
科技支撑，通过检察听证、专家咨
询等多种方式强化智力支持，进一
步提升监督的精准性。

第二，坚持“分步走”推进问题
治理“高质效”。落实最高检“既要

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
病 ”“ 通 过 诉 的 确 认 ， 推 动 类 案 治
理、诉源治理”等要求，对问题分类
施策，递进式推动整改。我们积极推
动在诉前解决公益受损问题。综合运
用磋商、检察建议、圆桌会议等多种
方式，推动专项治理、源头治理、系
统治理。比如，毕节市院、金沙县院
联合法院发出司法保护令，桐梓县院
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行政机关责令 358
家矿企治理污染问题、关停 186 家违
法占用土地的临时料场。我们注重以

“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对
于逾期未整改到位的，依法提起行政
公益诉讼，以监督韧劲提升监督刚
性。比如，赤水市院针对河道被违法
占用问题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推动行
政机关积极履职，清理违规占用的河
道 5 公里。我们加强探索推动生态修
复。针对行为人因资金短缺导致公益
修复缓慢的问题，毕节、遵义探索

“公益诉讼+绿色金融”模式，检察
机关向人民银行通报案件信息，金融
机构调查授信提供绿色金融贷款支
持。为解决补植复绿难以落地的问
题，赤水市院与法院、林业局建立

“生态司法+碳汇”工作机制，明确
“司法碳票”认购条件、程序、协作
等，助推受损生态恢复。

第三，打好“组合拳”护航沿岸
企业“大发展”。赤水河流域是酱香
型白酒原产地和主产区，集聚众多白
酒企业。我们严格落实最高检“检察
护企”工作部署，主动融入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为酱香型白酒产业绿
色发展保驾护航。比如，针对仁怀市
部分酒企无证排污，我们通过行政公
益诉讼，推动 117 家酒企改造升级并
依法取得排污许可，实现保护生态和
企业健康发展双赢。习水县院联合法
院设立“红缨子糯高粱 （贵州习水）
司法保护基地”，助力白酒产业行稳
致远。

检察履职“一盘棋”
共筑流域保护“大屏障”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王永金

2023年以来，湖北省检察机关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视察湖北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精神，聚焦重点湖泊跨区划治理难题，学
习借鉴最高检办理南四湖、万峰湖专案
经验，坚持一体履职、系统治理、协同推
进，共办理涉湖泊案件 1162件，助推长
江经济带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第一，坚持一体履职，以组织之能
推动湖泊治理全面起势。一是突出专
项带动。组织开展“助力流域综合治
理，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专项
工作，成立以党组书记、检察长为组长
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将洪湖、梁子
湖、斧头湖等 24 个国控和省控重点湖
泊治理作为专项工作的重要内容，并
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湖泊问题进行
挂牌督办。二是注重全面履职。指导市
县两级院强化内部线索移送、信息互通
共享，形成“四大检察”整体联动、融合
履职的工作格局。三是创新工作机制。
探索建立“属地+交叉+巡回”检察办案
模式，抽调骨干组建交叉巡回检察组并
建立临时党支部，分组开展专门调查、
负责专项跟进、组织专题研究，并对已
结案件开展“回头看”，对新发现问题线
索由省检察院统一交办、督办。

第二，坚持系统观念，以统筹之法提

升湖泊治理工作质效。一是统筹保护和发
展。常态化组织开展“以政治说办案、讲工
作”活动，引导检察官在监督办案时透
背景、析原因、看影响、察风险，恰当运用
法律政策，依法妥善推进办案。二是统筹
岸下和岸上。聚焦湖泊岸线治理、截污控
污、生态系统结构改善等重点任务，统筹
推动解决污水直排、畜禽和水产养殖、
农业面源污染、自净功能退化等问题。
三是统筹办理和治理。联合省高级法
院、省生态环境厅等 8 家单位建立检
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衔接
机制、赔偿金管理机制；探索开展相对
不起诉社会自愿服务试点，对拟作不起
诉决定的案件当事人，引导其参与巡江
巡湖、巡山护林等公益服务；制发检察
建议 253份，并推动将检察建议纳入法
治督察范围，促进标本兼治。

第三，坚持协同推进，以能动之为
凝聚湖泊治理工作合力。一是强化府
检联动。联合省生态环境厅、省公安厅
等单位印发《湖北省生态环境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办法》；积极邀请生
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业务骨干担
任特邀检察官助理，为监督办案提供
专业支持；研发非法排污、偷漏缴环保
税等涉湖泊治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
型，通过推送线索立办案件 287 件。二
是促进区域协作。指导武汉、鄂州、荆
州、荆门等地建立梁子湖、长湖生态检
察区域协作机制，指导公安县检察院
与湖南省澧县检察院建立牛浪湖检察
公益诉讼跨区域协作机制，形成聚合
效应。三是凝聚社会共识。探索建立代
表建议、政协提案与公益诉讼检察建
议衔接转化机制，通过人大监督和政
协民主监督促推湖泊治理问题解决；
充分发挥“益心为公”志愿者检察云平
台作用，依靠公众力量发现案件线索
2579条；健全完善检察听证、圆桌会议
等机制，畅通公众参与湖泊治理渠道。

系统推进重点湖泊治理
助推长江生态保护提质增效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 金鑫

本版文稿统筹：王昱璇 摄影：闫昭

编辑/刘子昌 校对/台霙霏 郝涛涛
联系电话/（010）86423324

2024年 5月 17日 星期五
电子信箱：zbs@jcrb.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