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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身边的“影子药师”

全国碳市场推动行业减排效果凸显
日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

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中国角举行“中
国碳市场创新与管理实践”边会。与会的中国
生态环境部官员指出，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全
国碳市场推动行业减排效果逐步显现，碳定
价作用进一步强化。中国生态环境部官员表
示，全国碳市场是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国家战略和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核心
政策工具，也是中国碳定价的主体形式。中国
将继续完善全国碳市场制度、加快扩大全国
碳市场覆盖范围、深化碳市场国际交流与合
作，建立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
力的碳市场，努力推动双碳目标实现。

欧洲氢能周聚焦氢能产业创新应用
近日，第五届欧洲氢能周在比利时首都

布鲁塞尔开幕，聚焦氢能产业创新应用、监
管政策简化以及增强欧盟氢能产业竞争力
等议题。欧盟委员会研究与创新总司官员罗
莎林德·范德弗利斯在当天举行的高级别政
策会议上表示，氢能将在增进欧洲工业可持
续竞争力中发挥重要作用。欧盟将加大氢能
创新研究投资，促进欧盟氢能经济规模化发
展。欧洲氢能协会首席执行官约尔戈·哈齐
马卡基斯在此间呼吁欧盟委员会简化监管
政策，促进欧盟氢能产业发展。欧盟将发展
氢能作为推动能源转型和深度脱碳的重要
抓手，计划到 2030年实现生产 1000万吨可
再生氢和进口 1000万吨可再生氢的目标。欧
盟数据显示，2024年，欧洲对氢能的投资将
增长 140%，欧洲对电解槽的投资将占全球投
资的近三分之一。

福建发现省内新记录蕨类植物
近日，福建梁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动植物监测过程中，在
梁野山自然保护区主峰的西南侧发现了一
种此前未见过的蕨类植物。经专家对采集
标本的鉴定，该蕨类植物为鞘舌卷柏。这是
福建省内首次记录到该植物。此次梁野山
自然保护区发现该蕨类植物不仅扩大了其
分布区域记录，也进一步丰富了福建野生
蕨类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记录。

（整理：郭琦 来源：新华社、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官网）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检察机关主动服务党和国家中
心大局，针对违法破坏耕地行为精准监督、一盯到底，办理了一批叫得响、得民心的检察公益诉讼典型
案例。今天，本刊特别报道 4起耕地保护典型案例，助力更好落实耕地保护制度。

事关粮袋子，持续监督不放松

□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张睿 魏婧婧

“以前，我老觉得沼液浇地会
把庄稼‘烧’死，而且味儿还大，现
在知道是我误解了。村头老李家今
年用沼液浇灌的玉米收成可好了，
玉米粒大不说，还抗病，省了他家
不 少 肥 料 钱 。我 是 赶‘ 潮 流 ’赶 晚
了，还好这茬小麦赶上了。”日前，
江苏省新沂市检察院检察官到合
沟镇马场村回访时，正好遇到了刚
从田里回家的村民老王。

老王所说的“沼液”曾是村民
们吐槽的对象。在新沂市检察院检
察官及特邀检察官助理的监督下，
沼液成了提升养殖企业新质生产
力的“新秘方”，助力马场村 2800 亩
农田实现高标准绿色生产。

2023年4月，新沂市检察院收到
“益心为公”志愿者反映称，当地一家
畜禽养殖企业将养
殖场产生的粪水直
排马场村农田，村
民们意见很大。接
到线索后，该院立
即向相关部门了解
情况，并邀请具有
专业环保知识的特
邀检察官助理赶赴
现场查看。

经核实，某畜
禽养殖企业将养殖
场废弃物发酵形成
的沼液作为废料进
行还田处理，刺鼻
的气味影响了村民
的日常生活。

“你们是不是
没有经过村民同意就私自排放了？”面
对检察官的询问，该养殖企业负责人满
腹委屈：“哪敢啊，我们有沼液消纳协
议，村里2400亩农田接受沼液施肥，另
外还与个别村民协议了400亩。也就施
肥季节这些管网才会输送沼液。”

该养殖企业负责人指着建在
田地里、用来输送沼液的管道，叹
了口气继续道：“明明都是有理有
据的，谁能想到还会被举报？”

从沼液的气味和颜色来看，村
民确实容易认为其污染环境。除此
之外，沼液是否真的符合相关标准？

经检测，由于腐熟时间不足，该养殖
企业排放的沼液中粪大肠菌群超出
相 关 标 准 ，可 能 会 给 接 收 沼 液 的
2800亩农田带来土壤安全隐患。

检察官认为，沼液还田本身有
利于养殖企业粪污处理，且能帮助
村民减轻农田施肥压力，应当让它
变成一件双赢的好事。2023年 8月，
新沂市检察院联合新沂市农业农村
局、生态环境局、属地政府现场磋
商，并邀请特邀检察官助理、人民监
督员、人大代表、涉案养殖企业代表
参加。会上，特邀检察官助理就改进
沼液还田操作流程提出了专业性建
议。由于相关部门对该养殖企业未
加强监督管理，会后，新沂市检察院
根据磋商意见向其制发了检察建
议，积极督促整治。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不
仅及时督促指导该养殖企业提升
工艺，还进一步组织相关排查。不

久前，新沂市检察院组织开展沼液
还田“回头看”行动，该养殖企业负
责人告诉检察官：“我们现在改良
了技术，也引入了脱色除臭工艺，
沼液不仅不超标，气味也淡了。”

不仅如此，由于用于还田的沼
液供不应求，该养殖企业还专门加
固了田地里输送沼液管网的开关，
避免出现村民在非施肥季节打开
开关自行还田的现象。通过一系列
整改，实现了企业转型发展、土地
生态修复、农民增产增收、环境绿
色环保的多赢共赢。

农作物有了农作物有了““营养大餐营养大餐””

□本报记者 张海燕
通讯员 邵俊娜 张中杰

“6 年了，终于要回了自己的
土 地 ， 做 梦 也 没 想 到 呀 ！” 前 不
久，在河南省渑池县某村，村民
张某对前来回访的渑池县检察院
检察官彭江波表示了感谢。

11 年前，某村委会与一家公
司签订租地协议，租期为 2013 年
9 月至 2018 年 4 月。协议规定，将
公司围墙外一片耕地用于公司弃
渣临时用地。该地块共涉及承包
耕地村民 9户，面积为 22.61亩。

2017 年 12 月，该公司委托外
包企业，对此处渣土进行外运并
平整土地。可是，外包企业只对
该地块进行了平整，没有恢复原
地貌，导致地亩数减少为 20.015
亩，也未依规定申请自然资源主
管 部 门 复 垦 验 收 。 2018 年 8 月 ，
某村委会出具同意接收原租用土
地的承诺函，认可该地块已达到
耕种条件，并收回土地使用权。

在该地块，有的区域地面有
较多建筑残留，有的区域耕种层
土壤厚度仅为 30 厘米，不符合耕
种条件。加之地亩数减少的损失
无人补偿，原承包耕地村民拒绝
接收该地块。

2019 年 7 月，张某等 5 人作为
原承包耕地村民代表，向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书面申请，要求查处
相关行为，未获答复。于是，张
某等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
院判决责令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限
期履职。其间，张某等 5 人与外
包公司达成协议，张某等 5 人接
受外包公司相关赔偿并接收涉案

地块，不再向行政或司法机关主
张权利或投诉。2020 年 12 月，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以该案立案前违
法 状 态 已 消 除 为 由 ， 不 予 立 案 。
后张某等人因按协议得到的赔偿
低 于 国 家 标 准 ， 再 次 诉 至 法 院 。
2021 年 9 月，法院以不符合法定
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经过种种曲折，2023 年 8 月，
张某等人到渑池县检察院求助。该
院认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属地
镇政府均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
责，致使涉案土地抛荒多年，侵害
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渑池县检察院依法对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属地镇政府进行行
政公益诉讼立案。鉴于本案中各
方存在认识分歧，该院检察长杨
琼主持召开听证会，邀请“益心
为公”志愿者参加。会上，检察
机关结合调查情况释法说理，厘
清了土地复垦不达标、抛荒损失
和地亩数减少补偿不够标准等分
歧点。在充分听取听证意见基础
上，该院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发
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土
地复垦监管职责，并协助妥善解
决村民失地问题。同时，该院向
属地镇政府发出磋商函，建议其
积极配合解决上述问题。

收到检察建议后，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向涉案外包
企业下达责令整改通知，要求限
期复耕到位。属地镇政府积极配
合检察机关，就土地复耕、分配
和赔偿等问题进行会商。为兼顾
各方合法权益，切实解决历史遗
留复杂难题，渑池县检察院先后 5
次组织涉案公司、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镇政府、村委会、村民代
表等召开协调会议，分别就复垦
标准、验收程序、地亩数减少补
偿等进行会商。最终，确定地租
损失及地亩数减少造成的损失为
25 万元，由外包公司负担，分两
期支付。

经各方共同努力，目前，涉
案 20 余亩耕地已按照标准复耕到
位。2024 年 9 月，第一批赔偿资
金 15 万元也已履行到位。随后，
某村委会召集涉案村民，协商制
定了复耕土地分配方案。

鉴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属
地镇政府积极履行土地复垦相关
职责，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户权益
得到维护，渑池县检察院先后对 2
起案件依法予以终结。

长达长达66年的村民失地纠纷终于化解年的村民失地纠纷终于化解

□本报记者 查洪南
通讯员 廖青君 李昭

初冬时节，在四川省蒲江县西
来镇的敦厚社区，沿着临溪河一路
走去，只见百亩良田种满作物，生
机勃勃。谁能想到一年前，这里还
是一片荒废的土地。

2023 年 3 月，蒲江县检察院公
益诉讼检察官向金在西来镇敦厚
社区开展常态化巡田时，发现了一
大片“草地”。经了解，这片“草地”
有 400 余亩，原本是良田。8 年前，
它们被一家果蔬公司承包，用于种
植柑橘和猕猴桃。然而，由于经营
管理不当，水果产量逐年下降，该
公司开始改种城市绿化草皮，也因
此造成了不可逆的土质恶化。

“草皮生长完后，是连着上面的
一层土壤一起挖走，长起来了就扒
一层土壤，久而久之，地皮就越来越
薄。”敦厚社区党委书记杨某告诉向
金，有些土壤已经是板结的状态，地
里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

因为一次次揭下草皮，这片土地
“满身伤痕”。村民对此很不满，但土
地承包期未过，他们也毫无办法。“在
农用地上种草皮，显然违背了国家关
于耕地保护的要求。”向金立即拍照
取证，并向蒲江县检察院检察长李光
奇汇报此事。2023年 8月，李光奇带
队走进田间地头，走访镇政府、社区、
果蔬公司负责人等，组织开展磋商。
没想到，就在检察官走访期间，该公
司派人在草皮上撒了一些玉米种子。

“他们是看到你们拍了照才紧
急补种的。”村民告诉了检察官实
情。但是，该公司负责人拿这些玉
米种子当“挡箭牌”，坚称自己种的
就是农作物。

就此，蒲江县检察院与西来镇
政 府 、敦 厚 社 区 进 行 圆 桌 会 议 磋
商。检察官通报了巡田和调查的有
关情况，大家对整改措施、时间进
度、实施主体等进行讨论，最后制
定了由社区牵头，尽快变更承包合
同，在涉案地块引入专业农业公司
进行粮油种植的方案。

一次两次，一个月又一个月，
眼瞅着向金不放弃“巡田”，该公司
负责人明白自己“指鹿为马”的计
策行不通，遂主动与西来镇政府和
敦厚社区协商，退出了承包。

经西来镇政府协调，成都种业
集团接手这片土地，在科学复耕后
种上了油菜。今年 3 月，在蒲江县
首届油菜花音乐节上，这片土地因
为油菜花而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
拍照。油菜丰收后，在科技种粮的

加持下，这片土地又集中种植抗旱
水稻，成为了蒲江农民专业联合社

“天府粮仓”示范基地。
“这片土地土质肥沃，水系发

达 ，最 适 合 水 稻 与 油 菜 的 水 旱 轮
作。”李光奇告诉记者，油菜不仅不
会损耗地力，还有良好的肥田固土
功能，与抗旱水稻实现了完美的衔
接，显著地改善了田间生态条件。

“检察监督未必要成案，但务必
要见成效。”向金表示，这次监督虽然
未立案、未制发检察建议，但通过圆
桌会议磋商、跟进调查并监督促进问
题有效整改，展现了检察机关保护耕
地、守护民生的决心和态度。

据悉，近年来，蒲江县检察院依
托“田长+检察长”机制，通过巡查、
磋商等方式促进耕地保护 500 余
亩，办理耕地保护相关案件 25件。

紧盯到底紧盯到底，，““草地草地””变回良田变回良田

□本报记者 韩兵
通讯员 王福全

黑土地是极其珍贵的自然资
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
值。我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公认最
肥沃的三大黑土分布区之一，是国

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粮食产量
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是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近年来，黑
龙江省检察机关严格落实黑土地
保护制度，持续监督破坏黑土地等
违法行为。近日，哈尔滨市道外区
检察院公益诉讼干警再次对一起
污泥污染黑土地案件跟进监督，现
场确认曾被非法倾倒 1.5 万余吨污
泥的黑土地，经过平整覆土达到了
复耕条件……

2022 年 5 月，道外区检察院在
团结镇石人沟村塔头屯排查污染
黑土地线索时，有附近村民向检察
官反映称，村里某酿酒厂北侧林地
内长期存放着大量散发恶臭气味
的泥状物质，周围树木都已经枯死，
村民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言语
中，村民有几分无奈，他们不知哪个
部门能解决，也不知怎么解决。

因涉案土地面积大、违法倾倒
行为持续时间长、泥状物质到底是
什么一时难以认定，道外区检察院
专门请示哈尔滨市检察院。2022 年

6 月，道外区检察院决定对哈尔滨
市生态环境局进行行政公益诉讼
立案，并成立由检察长任组长的办
案组。此后，办案组多次到现场进
行 调 查 ，发 现 现 场 未 采 取 任 何 防
渗、防漏措施，泥状物质表面伴有
黑褐色液体浸出，距居民区仅 300
米。经测定，涉案泥状物质达 2 万
余立方米，共占用林地、耕地等农
用地 15余亩。

经 进 一 步 调 查 ，办 案 组 了 解
到 ，某 酿 酒 厂 负 责 人 郑 某 于 2010
年与石人沟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
协 议 ，取 得 涉 案 土 地 的 承 包 经 营
权。2021 年，郑某与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孙某签订协议，约定将某
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污泥运输至
郑 某 承 包 的 土 地 ，每 车 好 处 费 为
100 元。由此，办案组确认了涉案泥
状物质为污泥。

2022 年 6 月 ，办 案 组 找 到 郑
某。面对检察官的询问，郑某否认
涉案土地上倾倒的是污泥，称它们
是“营养土”，并提供了“营养土”检
测报告。

是污泥还是“营养土”？为查明
事实真相，办案组对某污水处理厂
负责人、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等进行询问，确定“营养土”就是
某 污 水 处 理 厂 处 理 后 的 污 泥 。此
外，该院聘请专业审计公司审查污
泥转运联单，发现某污水处理厂未
能对污泥流向、用途、用量进行有
效跟踪，企业内部存在管理漏洞。
加上相关行政机关履职不到位，污
泥被外运、倾倒在涉案土地的情况
才一直未被发现。

2022 年 7 月至 9 月，道外区检
察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
议，督促其对污染黑土地、破坏林
地等问题进行系统治理。收到检察
建议后，相关行政机关积极整改，
督促某污水处理厂清运污泥 1.5 万
余吨、补种树苗 1050 株，责令涉案
酿酒厂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及生态修复费用 156 万余元；对全
市 8 个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情况
进行排查，严格运输轨迹核查；收
回耕地占用税 60余万元。

污泥岂能冒充营养土污泥岂能冒充营养土！！

●

河南省渑池县检察院组织相关行政机关河南省渑池县检察院组织相关行政机关、、乡镇政府乡镇政府、、村委会村委会、、涉地群众代表等召开听证会涉地群众代表等召开听证会。。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检察院
检察官对办理的污泥污染黑土地案件
开展“回头看”，现场查看涉案土地达到
复垦条件验收材料。

江苏省新沂市检察院检察官对沼液还田情况进
行回访，与农户交流农作物生长情况。

四川省蒲江县检察院检察官到敦厚社区跟踪调查整改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