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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风娟 郝雪

谁能想到呢 。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出
发，一路向东，却在黄土高原几次调转方
向，走出一个大大的“几”字。

这是山与水的碰撞，是黄河在大地上
的绝唱。在这片黄河“几字弯”上，集齐了
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生态要素，又怎能不
好好保护呢。

流过千年岁月，不知从何时起，污染
成了黄河之殇。当黄河“几字弯”也面临着
水污染的严峻挑战时，在守护黄河安澜的
众多身影中，有一抹熟悉的“检察蓝”。

守护一段段河岸，让美景活跃
在黄河

玛曲，黄河首曲。这里是“天下黄河第
一弯”，也是黄河“几字弯”的起笔处。

对玛曲草原上的牧民来讲，“春乏关”
总是很熬人。

每年农历春节过后，青草还未发芽。
此时，牧民养的牛羊常因缺草缺料，出现
病死、冻死、饿死等情况。

一到“春乏关”，黄河沿岸、水源地附
近，就会出现牛羊等牲畜的尸体。时间久
了，不仅恶臭熏人，腐烂的尸体也造成水
土污染。

“牧民一般不会将牲畜尸体丢在自家
草场上，大都是拉到河边、路边再扔。沿着
河岸走，走不了几步路，就能看到牦牛或
藏羊的尸体。”甘肃省玛曲县检察院副检
察长张会锋说，这些被随意丢弃的牲畜尸
体极易引发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安全等问
题，污染地周边的群众对此反映很强烈。

于是，玛曲县检察院部署开展“牲畜
尸体无害化处理”公益诉讼检察监督专项
行动，对辖区内随意丢弃牲畜尸体情况实
地走访、调查取证。

在对弃置现象较严重的两个乡镇立
案调查后，玛曲县检察院依法向两个乡镇
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加强监管，指导
牧民要重视病死或其他死因不明牲畜尸
体的无害化处理。

同时，该院也向负有行政执法监管责
任的农业农村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收到检察
建议后，玛曲县农业农村局向各乡镇制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
工作的通知》，并先后 30余次组织执法队伍
开展巡查，对现场发现的几百头牲畜尸体进
行无害化处理，消除生态安全隐患。

如今，再去黄河岸边走一走，人们已
经很难再看到被丢弃的牲畜尸体了。

当黄河“几字弯”的起笔处，玛曲县检
察院在为黄河岸线资源保护而步履不停
时，黄河“几字弯”的落笔处，陕西省潼关
县检察院同样在为黄河岸线资源保护孜
孜不已。

潼关人民爱黄河。在潼关人眼中，天
下黄河十八弯，最美一弯在潼关。上世纪
90 年代，潼关在黄河岸边开发黄河风景
区，引入一批商户发展旅游业。

“其中有一些商户，在没有办理建设
用地审批手续、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等情

况下，在黄河风景区占地数十亩建设建筑
物，还间歇性向黄河排放餐饮污水。”潼关
县检察院承办检察官说。

时间久远，涉及范围广，案子要不要
办？怎么办？“商户占用了黄河河道行洪区，
影响河岸堤防安全，还可能污染黄河水环
境，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
官告诉记者，潼关县检察院将案件上报陕
西省检察院后，三级检察院决定合力办理
此案。

然而 ，在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
后，行政机关履职并不到位，违法建筑并
没有拆除。于是，潼关县检察院依法提起
行政公益诉讼，以“诉”的方式督促行政机
关依法全面履行职责。

法院判决后，如今，违法建筑正在逐
步拆除中。

“该案的办理是‘行政执法+检察监
督+流域管理’治河管水新模式的有效实
践。”陕西省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主
任王洋说，检察机关一直在对判决跟进监
督，并积极推进商户妥善安置问题。

守护黄河安澜，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检察机关积极融入黄河
国家战略。比如，2021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就发布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
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检察保障。

以陕西为例，2021 年以来，陕西检察
机关起诉破坏黄河流域环境资源刑事案
件 504 件 680 人，办理相关民事、行政检察
监督案件 131件和公益诉讼案件 4075 件。

染绿一座座矿山，让清水流淌
入黄河

黄河多支流。正是有了众多支流的汇
入，最终成就了浩瀚的黄河水。

陕西省延长县，就有一条黄河的支
流——延河。延河自西北向东南流，最后
注入黄河。黑家堡镇胡家村就坐落在延河
边上。

这个依山傍水的村子本有着怡人的
人居环境，但自从山脚下建起一座采石场
后，一切都变了。

“过去大风天哪敢开窗哟，天上飘的
都是土。还有那河水，发大水时，水面漂着
一层油，冲到庄稼地里，庄稼都死了。”3 年
过去，胡家村村民赵静依然记得采石场带
来的影响。

采石场原来在胡家村东头，与村子不
过相隔一条马路，与延河也不过二三百米
的距离。

采石场一开工，就是漫天的粉尘，飘
到村民家里，也飘到了庄稼地里。废石渣
被直接倒在延河里，河水变得污浊。因为
采石过程中挖到了浅层石油，大雨天，渗
油就顺着雨水流到延河里、庄稼地里，污
染一大片。

如今，这里已不再采石。放眼望去，满
山绿色，只能依稀从垂直的峭壁上，看到
采石场的影子。

从“满目疮痍”的矿山到郁郁葱葱的

“绿山”，变化要从一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说起。

“采石场对周围的环境破坏非常严
重，大量的林地、草地被毁，水土流失严
重，延河水环境状况变差。”延长县检察院
检察长刘刚学用“触目惊心”形容当时的
采石现场。

延长县矿产资源丰富。靠山吃山，这
里的采石场也不少。经调查发现，延长县
有十几家采石场都是无证经营，不仅没有
取得采矿权，也没有办理过采矿许可、占
用林地许可等手续。

面对行政监管的缺失和日益严重的
环境污染，延长县检察院决定召开一场公
开听证会。

“听证会上，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都
认为非法采石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应当履行监管职责。但他们也表示，这件
事单靠某一部门很难办成。”延长县检察
院检察官刘小娥是该案的承办人，她说，
召开公开听证会就是要凝聚各方力量，合
力解决这件事。

在向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和延长县水
务局、自然资源局、林业局等部门送达检
察建议后，延长县检察院向县政府提出建
立协作联动机制的建议。很快，延长县成
立矿山治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聚力开展
矿山治理工作。

经过三年治理，延长县已累计修复废
弃采石场 22 处，新增耕地 900 余亩，恢复
林地 800余亩，恢复草地 700余亩。

一座座曾经“满身伤疤”的矿山都披
上了“绿衣”，在热烈的夏日阳光下，入眼，
绿色愈发浓郁。

“咱们脚下的这块地以前就是采石
场，你看，现在都种上玉米了。”延长县自
然资源局土地开发整理中心主任段泽明
指着眼前的一大片玉米地，眼里都是笑
意。

村民赵静也很高兴，采石场关停了，
漫天的粉尘不见了。矿山修复了，石油不
再渗漏，家门口的河水变清了。

让一泓清水入黄河，检察机关从不
只是单靠自身的力量，而是在加强系统
内部协作的同时，不断推动健全社会支
持机制——

陕西省检察院联合省高级法院、省公
安厅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协作推
动 陕 西 省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意
见》，将行政执法、刑事侦查、刑事检察、司
法审判及检察监督有效衔接，确保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形成合力、高效推进。

甘肃省检察院和省水利厅联合出台
《甘肃省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
机制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与
检察监督的协作配合，不断提升河湖管理
保护的法治化水平。

最高检 2023 年联合水利部启动黄河
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着力构建水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检察公益诉讼相衔接
的生态保护大格局。

当黄河水变清，当河中的鱼儿欢腾，
当河边的人们欢笑，“让黄河成为造福人
民的幸福河”有了更具象的表达。

修复一处处湿地，让候鸟
蹁跹于黄河

这是黄河“几字弯”上的一幅秀
美生态画卷。

内蒙古南海子湿地自治区级自然
保护区（下称“南海子湿地自然保护区”），
是众多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地。

昔 日 ，这 里 是 九 曲 黄 河 的 一 段 故
道 ，河 水 改 道 南 移 后 形 成 了 如 今 的 湿
地。在湿地的核心区，曾有一座运营十多
年的浮桥——王大汉浮桥。

王翠仙家就在浮桥附近的王大汉村。
她说，之前这里每天都通车，大多是拉煤
车。车一过，路面、水面都是煤尘。

“浮桥是 2006 年经相关行政机关批准
建成的。但在 2007年，南海子湿地自然保护
区范围调整，浮桥及通往浮桥的引路都被划
入保护区的核心区。”南海子湿地自然保护
区管护中心工作人员代红亮说，一直以来，
他们都在反映浮桥对湿地生态环境造成的
影响，但是因为浮桥的审批建设早于湿地的
规划，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2021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河长制办公室
向自治区检察院移送了王大汉浮桥破坏湿地
生态环境的线索。随后，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对
此依法立案调查，并统筹自治区、包头市、包头
市东河区三级检察院力量成立专门办案组。

2021 年 11 月，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
向包头市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统筹
相关职能部门，及时拆除王大汉浮桥并关
闭通往浮桥的引路，修复王大汉浮桥及引
路侵占的湿地生态环境。

收到检察建议后，包头市政府组建专
门工作组，研究制定浮桥拆迁安置及专项
整改方案。

“2022 年 8 月，我们跟进监督时发现，
浮桥以及附属设施都已被拆除，浮桥路段
也完全封闭了。”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公
益诉讼检察部主任张云龙说，没有了过往
车辆和煤尘污染，湿地恢复了往日宁静。

记者在南海子湿地自然保护区看到，
浮桥已不在，各种鸟类或嬉戏打闹，或低
头觅食，或展翅翱翔。

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管根本、管长远的还要靠制度、靠法治。
2023 年 4 月 1 日，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贯
彻落实黄河保护法，检察机关不断统筹发
展和安全、保护和治理，全面履行法律监督
职能，以法治之力守护“母亲河”。

前不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发出了
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动
员令，明确要求“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制”。

紧跟全会召开的大检察官研讨班直接
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加强生态环境检
察工作，综合运用各项检察职能促进生态
环境治理、绿色低碳发展，更好发挥公益诉
讼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独特作用。

斗折蛇行间，黄河“几字弯”如一条玉
带，镶嵌在中华大地上。避免黄河之殇，守
护“玉带”不染尘，关于“检察蓝”与黄河

“生态绿”的故事，仍未完待续……

检察机关服务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系列报道之治污篇——

只盼长只盼长河不染尘河不染尘

□本报记者 孙风娟 郝雪

东是黄河西是崖。这是陕西省佳县朱家坬镇泥河沟村的真实写照。
泥河沟村位于黄河“几字弯”的一竖上。这一竖“劈”开了晋陕峡谷，泥河

沟村就藏在黄河西岸的深谷里。
这是一个古村落，据传村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武则天时期。现如今，

村里的大姓仍是武。
陕北高原土地贫瘠，佳县更是十年九旱。这样的气候特点，不适合小麦等

农作物的生长，却适合杂粮、枣树等耐瘠薄的作物、树种生长。
很早以前，这里的先民将周边红枣品种引入黄河滩地栽植，这使得现如今的

泥河沟村拥有了世界上保存最完好、面积最大的千年枣树群——佳县古枣园。
2014 年 4 月，佳县古枣园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这是迄今为止陕西唯一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农业系统。
古枣园里，生有枣树 1100多株，其中最古老的三株枣树经专家鉴定已有 1300

多年历史。古树至今生长茂盛，年产鲜枣百余斤，被人们称为枣树的“活化石”。
然而，近年来，古枣园内出现诸多问题：易燃物品长期散乱堆放，存在严重

火灾隐患；园内避雷设施简易，未达到全园覆盖，存在雷击风险；枣园内部分枣
树患病，却未得到有效防治等。佳县检察院检察长高柯说，古枣园系统是黄河
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应尽快将古枣园系统保护纳入法治化管理轨道，于是，
该院决定对此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2022 年 9 月，佳县检察院组织县农业农村局、林业局、当地镇政府等单位
在古枣园现场，围绕古枣园系统部门管护职责划分、安全隐患整改措施和长效
保护机制建设等问题召开公开听证会，并邀请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
督员等参加。听证会后，该院向相关单位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积极履
职，及时消除古枣园内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完善相关制度规范，规范日常管
理，严格责任落实，确保古枣园系统可持续健康发展。

收到检察建议后，县林业局积极督促村委会将易燃柴火清理出枣园，消除
火灾隐患；对患有枣疯病的枣树进行积极治疗，采取无菌修剪、注射药剂和营
养液根部复壮等措施，全方位救治古枣树。县农业农村局对现有避雷设施进
行了改造升级，做到古枣园雷电引流全覆盖。镇政府加强对古枣园的日常管
理，进一步完善古枣园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当地村民的保护意识。

为确保检察建议落地见效，佳县检察院及时跟进监督，开展“回头看”工
作。“在多部门的协作配合下，各类风险隐患都已经消除，古枣园系统得到有效
保护。”佳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白峰峰告诉记者，在对古枣园加强保护之
外，佳县检察院还对古枣园的周边环境进行排查，结果发现存在建筑垃圾随意
倾倒、生活污水直排入河等问题。

为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该院再次以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有关职能
部门积极履职。“现在整改都已经完成，泥河沟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白峰峰说。

“这片古枣园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时，是我去的。这么多年来，我比
任何人都更希望这片枣园活得好。”佳县古枣园系统保护与发展办公室首席专家
高峰是最早发现古枣园的人，30年来，他早已和这片古枣园结下了不解之缘。

看着一棵棵挂满果的枣树，高峰希望有更多力量加入古枣园的保护中，也希望
有更多人知道黄河边的一个古村落里，还有这样一片历经千年依然繁茂的枣树群。

【黄河文化故事】

走过千年的枣树群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南海子湿地自然保护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南海子湿地自然保护区，，王大汉浮桥已不在王大汉浮桥已不在，，没有了过往车辆和煤尘污染没有了过往车辆和煤尘污染，，恢复了往日宁静恢复了往日宁静。。 钟心宇摄钟心宇摄

□本报记者 孙风娟

古老而伟大。
这是记者对黄河的第一印象，或许也是很多人对黄河的第一印象。从“黄河之水天上

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到“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黄河之于中国人，已不仅仅是
一条河，更是精神的归宿。

然而，黄河也是脆弱的。从古时候的大禹治水到新时代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千百年来，黄河治理未曾松懈。如今，随着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的开展，这片“几字
弯”上的人们，也都在为黄河安澜而努力着。

采访中，记者遇到很多人，有生活在黄河边的村民，有在黄河边长大的老人，还有第一次
看到黄河的小朋友。对于黄河，他们有着不一样的情愫。村民希望河水干净，因为庄稼需要河
水浇灌。老人希望黄河热闹，瞧一瞧鱼群浮游。小朋友希望河水奔腾，看一看大河磅礴。

不论是哪一种情愫，他们希望看到的黄河，一定是美丽的、滔滔不绝的。而这样的黄河，
一定是需要众多力量共同守护的。

采访的最后一站，记者见到了陕西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谈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性时，他说，“黄河哺育了两岸人民，黄河文化更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这让
记者想到了自 2023年 4月 1日起施行的黄河保护法，该法设专章强调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
在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案件办理的同时，检察机关同样也关注黄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党中央在陕北 13 年，留下许多红色遗迹，这些红色遗迹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寻访革命
旧址、保护革命文物、传承革命精神，以检察公益诉讼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检察人也在用心
用情用力。

为什么党中央要打一场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沿着黄河“几字弯”，一路走、一路问，答
案慢慢形成。回顾历史，黄河携带着黄土高原的肥沃泥沙倾泻而下，形成沃野千里的华北大
平原；放眼当下，黄河越来越清澈，两岸绿意更浓。我们真切感知到，黄河成就了中华民族最
初的家园，大河奔流中，中华文明的血脉也必将代代延续。

【记者手记】

大河之水，几多澎湃
□易小斌

黄河“几字弯”地跨陕甘宁蒙晋五省（区），对于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都具有重要
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按照最高检关于开展“黄河保
护公益诉讼检察基层行”活动的统一部署，各级检察机关从服务保障黄河国家战略实施的高
度，高质效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服务黄河“几字弯”生态环境保护。

一是聚焦重点持续攻坚。紧盯水资源保护、水土流失防治、荒漠化治理、矿山生态修复等
领域突出问题，持续加大办案力度。今年以来，陕甘宁蒙晋五省（区）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 6800 余件。最高检、水利部联合部署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促进

“四水四定”原则落实落细。银川市检察机关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式，集中排查发现 190 个
建设项目存在的水土保持问题，督促追缴水土保持费 1000 余万元。

二是助推流域综合治理。坚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围绕流域自然环境要素
保护，重点行业污染问题防治，以及上下游不同步、左右岸不同行等问题加大专项监督力度。内蒙古
自治区检察院办理乌梁素海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案，推动解决一批点源、面源、内源污染问题。检察机
关主动发现相关行业、领域、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短板漏洞，推动完善治理制度机制。

三是强化多元协同共治。陕甘宁蒙晋五省（区）七市检察机关签署毗邻地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荒漠化防治检察监督跨区划协作意见，共同守护好黄河“几字弯”生态环境。宁夏回
族自治区检察院与林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携手推进草原生态修复和荒漠化综合治理。陕西
省检察院联合五部门出台加强协作推动陕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意见，建立“行政执法+检
察监督+司法审判”综合治理模式。

四是打造基层特色品牌。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赴内蒙古、宁夏等地，采取现场指导办
案、督办重点案件、组织案件评查、开展实务讲座等方式，提升基层办案质效，培育服务打好黄
河“几字弯”攻坚战的品牌。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检察院结合地处河套灌区实际，深耕细作农
资产品监管、农业面源治理、水利设施保护、农产品安全等领域公益诉讼，服务乡村振兴。

（作者系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主办检察官）

【检察官点评】

高质效履职助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题图：陕西省潼关县黄河照。 樊潼顺摄
上图：随着矿山的关闭，自然地貌得到了恢复，被破坏的耕地也重

新种起了玉米。2024 年 7 月 11 日，陕西省延长县检察院检察官对案发
地进行“回头看”。 张哲摄

20242024 年年 77 月月 88 日日，，陕西省佳县检察院检察官现场查看枣树陕西省佳县检察院检察官现场查看枣树
恢复情况恢复情况。。 张哲摄张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