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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中国—新西兰林业政策对话在京举行
5月 21日，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

负责同志与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副部长、林务
局局长萨缪尔·基南在京共同主持召开第三
次中新林业政策对话，以“高质量发展、可持
续性和创新”为主题，交流了2021年第二次对
话以来双方最新政策进展，探讨了中新未来
林业合作重点。双方围绕林业产业发展绿色
转型与创新、森林和碳排放交易体系、中新林
产品贸易潜力、造林和生物多样性等议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双
方表示可在提升木材产品附加值、碳存储政
策研究、增强木制品利用创新技术研发和应
用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合作交流，共同落实好
去年双方更新签署的中新林业合作备忘录，
深化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层面全方位林业政
策对话和务实合作。

我国湿地保护领域首个国家标准外文版正式发布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发布 2024年第 4号国家标准公
告，《小微湿地保护与管理规范》（Specifica-
tions for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wetlands）国家标准外文版正式发布。这
是我国湿地保护领域发布的首个国家标准外
文版，对我国履行《湿地公约》相关决议，提升
我国湿地保护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小微湿地
保护具有积极意义。2023年 3月，《小微湿地
保护与管理规范》（GB/T 42481-2023）国家
标准正式发布，规范了小微湿地调查登记、恢
复等内容。为推动我国小微湿地保护管理模
式“走出去”，在国家林草局湿地司的指导下，
全国湿地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起草单
位开展翻译、意见征求和技术审查等工作，高
质量完成了国家标准外文版的译制任务。

首个全国高校生态文明网创立
由全国高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

心秘书处主办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学术论坛”近日在北京林业大学举行。论坛
揭牌成立全国高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中心秘书处（北京林业大学），创设了首个全
国高校生态文明网。

（整理：郭琦 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官网、中国环境网）

相关视频 第十期

8亿工程为中华秋沙鸭“让道”

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通讯员王
珊珊 周钰）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南
浔区检察院检察官和“益心为公”志
愿者在对一起在大运河河道管理范围
内建设违法建筑、妨碍行洪安全公益
诉讼案“回头看”时，发现1300多平方
米违法建筑物已全部拆除，相关土地
已复绿，大运河的河道“梗阻”排除了。

2023 年 8 月，南浔区检察院在
履职中了解到，在世界文化遗产京
杭大运河南浔区练市镇练溪大桥西

侧，有违法建筑物矗立在这一省级
河道内，严重影响汛期防汛安全。
该区水利局曾多次对属地政府督促
整改，但一直无果。

“汛期安全不容小视，得知这一
线索后我们很快赶到现场，看到违
法建筑物仍旧存在，且占用河道管
理范围面积 1300 多平方米，严重危
害河岸堤防和行洪安全。”南浔区检
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赵坤尧说，一
旦河流涨水，桥和邻近河渠可能会

坍塌，堵塞河道致河水漫灌至两岸
农田、房屋，后果不堪设想。

随后，南浔区检察院围绕违法
建筑物用途、建设主体、建设面积、
对行洪安全和运河风貌影响、拆除
事项职能确定等展开调查，并于今
年 2 月向相关行政部门发出检察建
议和磋商意见函，督促其依法履行
职责，消除安全隐患。

在检察机关的督促下，相关行
政部门协同推进，违法建筑物移除

等工作迅速启动。经过两个多月的
整改，河道管理范围内 1300 多平方
米违法建筑物已全部拆除。

“小桥流水人家”的南浔是典型
的江南古镇，辖区内河网众多。南
浔区检察院以该案办理为契机，持
续深化河湖安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
行动，以违章搭建、河道岸坡、水体
环境质量等为监督重点，对大运河
等重要水域、重要河道进行实地查
看，发现某码头在河面上违规搭建

水上构筑物等问题线索 3条，及时与
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磋商，督促整改。

截至今年 4 月底，南浔区相关
行政职能部门联合属地乡镇政府排
查整改河湖“四乱”（乱占、乱采、乱
堆、乱建）问题 17 个，拆除水上构筑
物 3300 多平方米，开展清理建筑垃
圾 、打 捞 河 面 漂 浮 物 等 行 动 10 余
次 ，妥 善 处 置 各 类 固 体 废 物 20 余
吨，既有效保护了河道的生态环境，
也提升了防汛减灾能力。

大运河边，小桥流水人家
湖州南浔：督促拆除河道“梗阻”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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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记者 刘亚
通讯员 危欢 赖恒俊 成城

三月三，上春山，下春田。位于
江西省崇义县上堡乡的上堡梯田，
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耕种时节，正如
古 诗 云 ：“ 耕 云 播 雨 图 ，壮 观 天 下
无。山水谁莳弄？客家带月锄。”

当现实版“上春山”宛如画卷在
眼前铺开时，众人忍不住为万亩梯
田的壮丽景观与上堡先民们的智慧
文明赞叹。正值播种季，上堡梯田
开始陆续灌注山泉水，当地种植户

开始松土，然后再进行插秧。
田间水如明镜，上万亩梯田由

低到高，堆叠如云梯，如链似带，与
人们忙碌的身影、散落的民居，构成
一幅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

作为国内三大梯田奇观之一，
上堡梯田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评为

“最大的客家梯田”，2018年 4月被联
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2022年 10月入选第九批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然而，就在几
个月前，千年梯田还面临杂草丛生、
部分水渠泥沙淤积等困境。

说起上堡梯田的农耕文化，当
地人有说不完的话。“这里的梯田历
史悠久，代代相传。最早可追溯至
先秦时期，源起于秦汉时期，成熟于
宋元时期，完善于明清时期，距今已
有 2200 年 历 史 ，世 代 先 民 依 山 建
房、开山凿田，扩建和修缮至如今宏
伟的规模。”

上堡梯田最高处海拔 1260 米，
最低 280 米，垂直落差近千米，最多
达 62 梯层，田块大的尚不足半亩，
小的仅有蓑衣般大小。“耕者欲有其
田”。可以想象，当年祖先们来到这
山多田少的上堡后，为了生存，他们
沿山就势开凿、因地修砌，从山脚开
到山顶不浪费寸土寸地，从山沟处
修渠引水，巧妙地开辟了梯田，实现
了水稻的种植和农作物的生产。

“上堡先民们运用水利工程和
土地整理技术，不仅使得梯田能够有
效地利用水资源，也提高了农作物的
产量。这种农耕文化不仅展示了农
民的智慧和勤劳，也体现了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理念。”当地水利局工作人
员说，这就不得不提到水南干渠。

什么是水南干渠？梯田核心区
位于上堡乡水南村、赤水村等地，在
上堡梯田水利系统中形成了大量的
历史文化遗址遗存，既包括工程遗
存，也包括与工程有直接关系的非
工程遗存。水南干渠是其中最具典
型代表性的工程遗存，赤水村的盘
瓠遗存则是与灌溉工程和农业文化
有直接关系的非工程遗存。

所谓盘瓠，是古神话中人名，其
尊容是龙犬。龙犬不是单纯的狗的
肖像，而是多种动物形象的荟萃：龙
头 、狗 耳 、牛 身 、狗 尾 、虎 爪 、麒 麟
身。传说中盘瓠具有人的智慧，超
人的神力，能保护人们五谷丰登、家
道兴隆。盘瓠遗址是一处石刻，位
于上堡乡赤水村一块农田内，为瑶
族、畲族人图腾，是灌溉工程年代久
远和远古人们祈求风调雨顺等鲜明
农业文化特征的实物证明，具有鲜
明 的 少 数 民 族 文 化 与 客 家 文 化 色
彩，可追溯至明代。历经时代更迭
与岁月变迁，这处盘瓠遗存依旧守
望着这方土地。

不过，2023 年 9 月，崇义县检察
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部署，组
织开展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

（下称“双遗产”）保护线索摸排时发
现，上堡梯田的保护存在不少问题。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作为上堡
灌溉工程遗产中最具典型代表性的
灌排渠系工程遗存——水南干渠，
由于自然荒芜、管理不善等，水渠内
杂草丛生、长时间未清理，部分水渠
泥沙淤积，有的水渠内漂浮矿泉水
瓶、塑料零食包装袋等生活垃圾，存
在白色污染，有碍观瞻，也影响灌溉
水流通及污染水质。”崇义县检察院
第 二 检 察 部 负 责 人 赖 恒 俊 告 诉 记
者，水南干渠严重堵塞导致水流不
畅、水质污染，影响梯田灌溉系统灌
溉、防洪、排涝、生态涵养等功能。
无疑，水渠的管理保护存在漏洞。

水南干渠被淤泥堵塞

获双“ 世 界
名 录 ”荣 耀
的 淮 扬 运
河 ，他 们 这
样守护

护渠就是护
命！宁夏人有
多珍爱这大自
然给他们准备
的“桃花源”？

流水的秧苗，
铁打的古堰！
检察守护“超
级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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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23 年 9 月，江西省崇义县检察院组织开展农业
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保护公益诉讼线索摸排，对上堡
梯田进行走访。

图②：2023 年 9 月，江西省崇义县检察院检察官在走访
水南干渠时发现，水渠内杂草丛生、长时间未清理，有的水
渠内漂浮矿泉水瓶、塑料零食包装袋等生活垃圾，存在白
色污染。

②②

“上堡梯田作为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中
国历史文化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生活、自然
环境、文化传承等研究具有重要的
历史人文价值。”全国人大代表、江
西省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冶
炼工程师温菲表示，针对农业文化
遗产、灌溉工程遗产保护中存在的
主体职责交叉、保护标准不明确等
问题，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检察
职能，推动多部门厘清职责、协同治
理、健全机制，促进文化遗产整体和
长效保护，意义重大，值得肯定。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贵溪市
樟 坪 畲 族 乡 党 委 书 记 雷 燕 琴 也 表
示，检察机关督促水利、文旅部门依
法全面履职，建立行政执法与司法
保护协作机制，推动将“双遗产”纳
入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明确保护标
准，强化日常管护，有效促进了文物
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下一步工
作中，应加大对“双遗产”司法保护
力度，充分运用法治力量服务文化
强省建设，为“双遗产”保护贡献检
察力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中提出，深入实施农耕文化
传承保护工程，加强重要农业文化
遗 产 保 护 利 用 。 最 高 检 也 下 发 了

《关于加强农业文化遗产和灌溉工
程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工作
的提示》。”施赛介绍，近年来，崇义
县检察院探索办理“双遗产”保护领
域公益诉讼案件 20 件，其中涉林、
涉矿、涉水、涉林地等行政公益诉讼
案件 16 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 4件。

“但在办案中，我们也遇到一些
难点问题。”施赛进一步解释，一是
法律与政策适用难点。与一般的文
化遗产相比，农业文化遗产和灌溉
工程遗产在法律和政策上存在适用
的空白或不足，如相关法律法规缺
乏或者不完善，具体保护措施和实
践标准不明确，这给检察公益诉讼
履职带来了困难。二是证据收集难
点。在农业文化遗产和灌溉工程遗
产保护案件中，证据收集面临损害
行为的时间跨度长、涉及区域广、影
响因素复杂等问题，使得证据的收
集和固定更加困难。三是利益冲突
和协调难点。在某些情况下，保护
农业文化遗产和灌溉工程遗产可能
与当地经济发展、居民生活等其他
利益出现冲突。如何平衡各方面的
利益，需要在公益诉讼中加以细致
考量。四是行政机关对职能认识不
一，容易导致出现无人管理局面。
五是经费筹措有困难。上述问题，
崇 义 县 检 察 院 在 办 案 中 都 一 一 解
决，并推动建立了梯田保护的部门
联盟与协作机制。

为此，崇义县检察院成立工作
专班，推出“益·心田”检察文化品
牌，提出核心思想与内容，以“知行
合一”促进理念更新与工作落实。
该院还与邻县检察机关开展跨省协
作，加强对茶叶、茶油、黄元米果、九
层皮、稻谷等本地特色农产品质量
安全领域公益保护，开展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如桫椤、金毛狗蕨、兰花
等）及红色资源等保护活动，推进乡
村环境整治，努力以扎实成效推进
乡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乡村振兴
国家战略，为“双遗产”保护贡献检
察力量。

为“双遗产”保护贡献检察力量

2023 年 10 月 24 日，崇义县检察
院组织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
文广新旅局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
厘清各方职责。最后，各部门就整
改方式与整改时限达成一致意见，
清理水渠 10 余公里，安排人员定期
巡查清理。相关部门制订了长期保
护计划，当地县政府出台《崇义县关
于对上堡梯田建立行政与司法保护
协作机制的方案》，成立由县领导任
组长的保护协作领导小组。

很快，流经数百年的水南干渠
又恢复了通畅整洁，活水源源。盘瓠
遗存则获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周围
也建了围栏、设置了标识。目前，水
南干渠和盘瓠遗存保护过程中所存
在的问题均已得到有效整改。

“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
保护具有天然公益属性，检察公益
诉讼具有补位行政执法的作用。通
过制发检察建议，检察机关协调各
部门积极履职，建立共同保护机制，
在促进文化遗产全面和长效保护方
面大有可为。”赖恒俊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

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崇义县
检察院检察长施赛介绍，“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任重道远，加强文物
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
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

上堡梯田范围达 5 万余亩，梯
田核心区位于上堡乡水南村、赤水
村等地，在上堡梯田水利系统中存
在 包 括 明 代 王 阳 明 篆 刻 于 山 石 的

“平茶寮碑”等阳明文化遗址在内的
大量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崇义县检
察院通过检察办案，为乡村全面振
兴提供全方位法律保护和服务，督
促保护上堡梯田农业文化和灌溉工
程遗产行政公益诉讼案，针对的是
文物应该保护但未纳入保护范围的
问题。检察机关办理文物和文化遗
产保护领域的案件时，始终坚持行
政机关维护公益的第一顺位，在行
政机关穷尽行政手段仍不能有效保
护文物时，检察机关可通过启动行
政公益诉讼程序督促履职，进一步
实现对文物的有效保护。

2023 年 12 月，该案入选最高人
民检察院发布的文物和文化遗产保
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公益诉讼如何破局

水南干渠被淤泥堵塞

在进一步调查中，检察官还发
现 ，盘 瓠 石 刻 也 存 在 保 护 缺 失 问
题。“由于未采取设置围栏等保护措
施，盘瓠石刻已严重风化，且被群众
随意踩踏。”赖恒俊说，崇义县检察
院于 2023 年 9月 25日立案调查。

根据相关规定，农业文化遗产
由崇义县农业农村局牵头保护，灌
溉工程遗产由崇义县水利局（下称

“县水利局”）牵头负责。水南干渠
为使用中的农田水利工程，县水利
局对灌溉水渠农田水利工程负有主
要监管职责。崇义县文化广电新闻
出 版 旅 游 局 （下 称 “ 县 文 广 新 旅
局”） 对具有历史价值的古文化遗

址 负 有 监 管 职 责 。 2023 年 10 月 7
日，崇义县检察院向县水利局制发
检察建议，建议其对案涉水渠进行
集中清理，同时开展全面核查与整
改，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10 月
13 日，崇义县检察院向县文广新旅
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立即对盘
瓠 遗 存 搭 建 围 栏 、 设 置 保 护 标 志
等，积极推动盘瓠遗存申报文物保
护单位。

虽然相关主管部门都认识到保
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但由于不同
部门对水渠保护以及盘瓠遗存起源
等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且职责存
在交叉，问题整改一度陷入停滞。

对千年梯田展开公益诉讼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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