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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汉中：在绿水青山间书写检察答卷

汉台：当好“生态卫士”筑牢保护屏障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
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新时代新
征程，陕西省汉中市检察机关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检
察自觉全力推进生态环境检察专门化
建设，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积极为
服务保障“绿色汉中”高质量发展贡献
检察智慧。

做实专门化把好“融合关”。汉中
市两级检察院均成立生态环境检察办

公室，全流程办理涉生态环境和资源
领域“四大检察”案件，并积极参与相
关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环境保护
司法屏障。2021 年 10 月某晚，王某、
谢 某 在 禁 捕 区 域 以 电 鱼 方 式 捕 获 数
条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多 鳞 白 甲
鱼 。 佛 坪 县 检 察 院 成 立 生 态 环 境 检
察专门化办案团队，在以涉嫌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追究被告人刑事
责任的同时，针对生态环境资源受损
情况，推动违法行为人承担生态环境
损害民事责任，并就相关单位存在的

行政执法问题，向其制发检察建议，形
成打击、监督、预防、修复“四位一体”
的保护格局。

凝聚同心力把好“协作关”。汉中
市检察机关一方面强化检察监督与行
政执法衔接配合，联合林（山）长办、水
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建立覆盖市县两级
的“林（山）长+检察长”“河（湖）长+检
察长”“田长+检察长”等协作机制；另
一方面与纪委监委建立专门化协作配
合机制，同向发力构建共治大格局。宁
强县工业园区附近的排污管道缺乏维

护，导致污水外泄至玉带河，危及汉
江源头水生态环境安全。该县检察院
充分发挥生态环境检察职能，在向行
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的基础上，及时
向监察机关移送行政公职人员怠于履
职的线索，合力督促行政机关对排污
管道加强管理维护。

突出地域化把好“监督关”。汉
中 市 检 察 机 关 围 绕 辖 区 涉 及 大 气 、
水、森林、湿地、野生动植物等领域
保护问题，加大办案力度，并针对办
案中发现的社会治理难点堵点问题，

制 发 检 察 建 议 ， 着 力 解 决 深 层 次 问
题。略阳县检察院在办理一起猎杀国
家级、省级保护野生动物案件中，在
依法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督促违法
行为人承担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和
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并向森林公园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制发检察建议，督
促 从 源 头 预 防 侵 害 野 生 动 物 违 法 犯
罪。

创新抓落实把好“修复关”。汉中
市 检 察 机 关 积 极 践 行 恢 复 性 司 法 理
念，建立第三 方 评 估 机 制 ，邀 请 具 有

专 门 知 识 的 专 家 学 者 等 参 与 案 件 调
查 、磋 商 ，对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情 况 进 行
专 业 评 估 ，以 公 开 促 公 正 ，确 保 受 损
生 态 整 改 修 复 效 果 落 到 实 处 。 汉 台
区检察院针对褒河流域泥沙淤堆、河
道 污 染 等 可 能 影 响 山 河 堰 安 全 的 问
题 ，充 分 发 挥 公 益 诉 讼 监 督 职 能 ，通
过磋商、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
政机关依法履职，并引入第三方评估
整改成效，切实加强水利遗产保护与
生态文明建设。

（张新翊）

近年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检察
院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努力当好“生
态卫士”，严厉打击各类破坏生态环境
违法行为，着力筑牢地方生态屏障。

实质推进生态检察专门化。汉台
区检察院深化生态检察专门化建设，
构建六个“不起诉+”办案模式，全面
构筑生态环境“四大检察”一体化保护
屏障。针对破坏生态环境类不起诉案
件，该院在案发地开展检察建议和不
起诉决定书宣告送达，将被不起诉人
等罪错人员纳入义务“巡河员”“护林
员”队伍，通过“现身说法”增强群众生
态保护意识，推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持续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汉台
区检察院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行为，
坚决依法惩处，并对源头问题制发检察
建议跟进监督整改，推进综合治理，做
到标本兼治。三年来，该院共办理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刑事案件 34 件，行政
案件 32 件，制发检察建议 8 件；办理公
益诉讼案件 222 件，督促整治被污染和
非法占用河道 20 余公里，清理固体垃
圾 310 余吨，修复被损毁林地 5.2 亩，挽
回生态环境损害损失 9.5 万余元，督促
行政机关铲除并粉碎 60 余亩外来入侵
物种“齿裂大戟”。

全面深化上下一体内外联动。汉
台区检察院对重大疑难案件主动争取
上级院支持，通过上级院领办、督办等
方式统筹办案，“上下一体”共同履行好
检察保护职责；建立健全“林（山）长+
检察长”“河（湖）长+检察长”“田长+检

察长”工作机制，将“行政执法之力”与
“司法保护之力”拧成“一股绳”；组建“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网格员”公益
诉讼志愿者团队，持续加强“益心为公”
志愿者检察云平台建设，动员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汉江生态治理。（杨翔云）

日前，经陕西省佛坪县检察院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依法开庭
审理了白某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在庭审现场，白某满是悔恨地说：“我认
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愿意承担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责任。”

在办理白某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
案件中，佛坪县检察院贯彻恢复性司法
理念，通过释法说理，让白某等人深刻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愿以增殖放流替
代性修复的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责任，并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

督下，投放秦岭细鳞鲑等鱼苗1.8万余尾。
这起案件是适用“破坏—判罚—修复—监
督”生态保护工作模式的生动实践。

据悉，佛坪县检察院将生态修复机
制从涉林案件逐步拓展到河流、土地等
领域，创新生态修复方式，通过补植复
绿、增殖放流等替代性修复方式，弥补
生态环境资源损失。2023 年以来，该
院已督促当事人放流鱼苗 8 万余尾，代
偿生态资源损失 9.5 万元，实现惩罚犯
罪与保护生态的双赢。

此外，佛坪县检察院积极将办案职

能向社会治理延伸，结合案件办理，与
该县农业农村局、林业局等部门建立信
息共享、线索移送、协同调查协作机制，
推进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深度协作，共
同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共治格局。

“我们将立足佛坪重点生态功能县
定位，聚焦佛坪‘山水猫气文’等优势资
源强化检察履职，进一步聚力当好秦岭
生态检察卫士，以高质效检察履职厚植
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佛坪县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李政表示。

（胡振山）

近年来，陕西省西乡县检察院聚焦
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
及岸线保护等重点、难点问题，深入推
进“河（湖）长+检察长”等工作机制，推
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良性互
动，共护一方碧水。

牧马河是汉江的第一大支流，也是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工 程 的 重 要 水 源 涵 养
地。牧马河国家湿地公园是集河流湿
地、塘库湿地和沼泽湿地于一体的典型
汉江谷底河流湿地，总面积达 1744 公
顷，是珍贵野生鱼类和国家重点保护鸟
类的重要栖息地。保护好牧马河流域
及湿地生态环境对于确保“一泓清水永
续北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2023 年 9 月，西乡县检察院发现牧
马河国家湿地公园存在违法倾倒、堆放
建筑渣土等情形，违法堆放的固体废物
约 1.7 万立方米，占地面积约 10 亩，且
紧邻候鸟繁衍栖息地和鱼类产卵保护
区，既影响牧马河河道行洪安全，也对
湿地生态功能退化和生物多样性造成
破坏。

对此，西乡县检察院邀请相关职能
部门召开公开听证会，厘清湿地保护管

理部门职责权限，并达成整改及防治共
识。随后，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行政
机关责令清理转运固体废物、加固河
堤、播撒草种、栽植白杨等，使河道恢复

自然风貌，并加大对牧马河国家湿地公
园的巡护频次，切实推动对湿地生态的
有效保护。

（张倩 龚裕琳）

陕西汉中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
重要水源涵养地，汉江水源地是“一泓清水
永续北上”的关键所在。勉县检察院主动
扛起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立足水生态系统
治理，擦亮生态保护“绿名片”。

一体履职，强化生态环境修复治
理。勉县检察院持续聚焦水流域治理、
水生态修复等重点确保加强监督，积极
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工作，针对非法采
砂、非法捕捞水产品等破坏环境资源行
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依法追

究违法行为人刑事责任，同时责令其承
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综合履职，协同治理“黑臭水体”污
染。针对“小汉江”沿线居民聚集区黑
臭水体影响居民生活的问题，勉县检察
院督促主管部门、属地政府等多家单位
协同履职，实施“小汉江”综合治理工
程，有效改善了“小汉江”两岸居民的居
住环境、水资源环境，让“小汉江”成为
水环境治理的一个实践样本。

依法履职，织密生态“安全网”。针

对湿地违法开垦和河道乱堆乱建乱排
问题，勉县检察院主动担当作为，督促
相关部门清除围垦河流湿地 103 亩、拆
除违法建筑 2 处、清理固体废物 30 吨，
治理生活污水、畜禽养殖污水违法排污
口 5 处，取缔非法排污口 5 处，督促职能
部门排查全县汉江干流及岸线 2 公里
排污口 514 个，通过治理县域内水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实现办理一案、治
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赵振蕊）

陕西省略阳县地处秦岭范围内，嘉
陵江上游、汉水北源，是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和南水北调源头。近年来，略阳
县检察院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推进
生态环境检察专门化建设，聚力提升生
态环境检察工作质效。

组 建 生 态 环 境 检 察 专 业 化 办 案
团 队 ，一 体 履 行 环 境 资 源 领 域“ 四 大
检 察 ”职 能 。 2023 年 以 来 ，略 阳 县 检
察院先后起诉涉环境资源犯罪 21 人，
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85 件，办理刑
事 附 带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14 件 。 该
院 办 理 的 某 公 司 、刘 某 某 、卜 某 某 自
动 监 测 数 据 弄 虚 作 假 污 染 环 境 案 获
评 陕 西 省 检 察 机 关 依 法 助 推 大 气 污
染治理典型案例，办理的督促保护秦
岭 古 树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案 获 评 陕 西 省
检 察 机 关 秦 岭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检 察 监
督典型案例。

凝聚各方力量实现行政与司法协
同保护，共同促进秦岭生态环境持续
向好。略阳县检察院依托与甘肃省康
县、徽县等六地检察机关建立的嘉陵
江上游（西汉水）流域综合治理跨区域
检察协作机制，与四川省广元市朝天
区、利州区、昭化区，甘肃省两当县，陕
西省凤县等八地检察院建立的嘉陵江
上游流域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为嘉

陵江流域保护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
2023 年以来，该院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9 次，放流鱼苗 17 万尾，督促行政机关
清 理 各 类 垃 圾 140 余 吨 ，清 理 被 污 染

和非法占用的河道 91 公里，挽回被损
毁 各 类 林 地 45 亩 ，抢 救 复 壮 古 树 15
株，追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17 万余
元。 （邹国燕）

略阳：强化生态环境检察专门化建设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检察院与相关行政机关共同实地回访某矿山生态恢复
情况。

陕西省略阳县检察院检察官对尾矿库治理情况进行“回头看”。

西乡：大美湿地背后有一抹“检察蓝”

陕西省西乡县检察院干警邀请“益心为公”志愿者，在牧马河国家湿地公园
开展整改效果“回头看”。

佛坪：恢复性司法助力生态保护

勉县：立足水生态系统治理织密水体“安全网”

“在你们的督促修复下，桂花又开
了，香飘四溢，沁人心脾……”近日，看到
桂花古树重焕生机，一居民高兴地对前
来回访的陕西省镇巴县检察院干警说。

2024 年 3 月，镇巴县检察院接到群
众举报称，位于镇巴县东岳庙的一株
500 年树龄的桂花树，被病虫害侵蚀形
成孔洞，树干腐化严重，根部附生苗丛
生，且地面被砖和水泥围栏硬化，树根
无法呼吸，生长环境受到严重侵害。

镇巴县检察院以办理该案为契机，
对辖区挂牌的 500 余株古树展开摸排，

发现受损古树不止这一株。在调查的基
础上，该院向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主管
部门和相关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
其依法履行古树保护职责。

相关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开展了
全面巡查，对辖区所有古树开展“体
检”，共发现问题古树 31 株。针对排
查出的问题，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筹措
资金对受损古树进行抢救、复壮，对
古 树 生 长 环 境 进 行 清 理 、 修 复 。 同
时，检察机关持续跟踪问效，推动相
关行政主管部门在抓长效监管上下功

夫，给每株古树安排了管护责任人，
建立“一树一档”，制定“一树一策”
保 护 方 案 ， 健 全 监 管 、 巡 查 、 定 期

“体检”制度。
2024 年 10 月，镇巴县检察院就古

树名木保护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发
现 影 响 古 树 生 长 的 问 题 全 部 得 到 解
决。东岳庙桂花树所在的古树群已建
成“古树名木检察保护基地”，该基地主
要致力于为全县 500 余株古树“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提供常态化司法保护。

（程开富）

镇巴：500余株古树有了管护责任人

“我真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愿
意改过自新，用实际行动保护渔业资
源。”近日，陕西省城固县检察院检察官
对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回访时，当
事人李某某说道。

2023年 12月，城固县检察院在审查
李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一案时，发现李
某某在禁渔期、禁渔区使用国家禁用的
方法捕鱼。根据法律规定，李某某还应
对其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承担生态环境
修复民事责任。城固县检察院以被告人
李某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向该县法院

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该县检察院
又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在调查过程中，办案检察官发现，
李某某系贫困户，无力承担相应的生态
环境修复费用。为避免出现“执行不
能”情况，城固县检察院尝试让李某某
通过“劳务代偿”的方式进行替代性修
复，协调李某某所在村委会与其签订协
议，李某某自愿承担巡河护渔和村居环
境保洁工作 3 个月。在法院的主持下，
公益诉讼起诉人与李某某达成民事调
解协议。之后，李某某积极履行义务，

守护负责巡护河段的生态环境。
为更好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2024

年 6 月，城固县检察院与该县法院等 7
家单位共同出台《关于检察公益诉讼赔
偿中“以劳代偿”工作实施办法》，为有
效进行生态修复治理提供法治支撑。
在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中，对部分损害结果不
大、赔偿能力不足的侵权人，检察机关
可以诉请侵权人以劳务代偿的方式修
复受损生态，促使侵权人完成从“破坏
者”向“保护者”转变。 （左哲）

城固：劳务代偿破解“执行不能”难题

近年来，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检察
院加强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的沟通协
作，加大公益诉讼宣传力度，增强公益
保护合力，探索建立恢复性司法机制，
全力保护生态环境。

2023 年 4 月，南郑区检察院、区法
院和区林业局联合成立林业生态司法
修复基地。但在具体管理和运行中，林
业生态司法修复基地面临着修复地点
如何确定、修复方式是否合理、修复金

额如何计算、修复效果如何评价、可否
进行代履行等诸多难题。

针对这些难题，南郑区检察院组建专
门工作小组，查阅近年来办理的近百件相
关案件，并广泛座谈交流，征求各方意见
建议，提出初步的运行流程图和《林业生
态司法修复基地管理运行办法》。

为确保工作质量，南郑区检察院在
初稿形成后，积极组织召开专题座谈
会，对文本逐条进行讨论，反复进行推

敲。2023 年 11 月，南郑区检察院、区法
院、区林业局联合印发《汉中市南郑区
林业生态司法修复基地管理运行办法

（试行）》，推动林业生态司法修复基地
进入实质化运行阶段。

2024 年 3 月，南郑区检察院和该区
法院共同对蒋某某非法狩猎案首次适
用林业生态修复方案，促使其以种植
1000 棵厚朴树苗的替代性方式修复生
态环境。 （徐笑虎）

南郑：林业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实质化运行

“今后，我一定遵守法律法规，再也
不捕猎野生动物了！”近日，陈某对前来
开展“回头看”的陕西省洋县检察院检
察官说道。

自 2018年以来，陈某经常在汉中朱
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用支设电
网的方式猎捕野生动物，猎获省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小麂 13只，总价值 3.9万元。
陈某的行为涉嫌非法狩猎罪，同时造成
野生动物生态资源损失，损害了国家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洋县检察院依法对
陈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
法院判令陈某赔偿野生动物生态资源损
失费 3.9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因陈某
儿子身患多种疾病，家庭经济困难，其本
人及居住地村委会向洋县检察院申请先
缴纳1万元生态资源损失费，其余2.9万元
通过补植造林进行替代性修复。

洋县检察院详细了解情况后，及时
与该县法院、林业部门、村委会沟通，委

托林业部门设计补植造林方案，并举行
公开听证会，重点围绕替代性修复可行
性进行听证。听证会上，陈某表示愿意
按照方案补植造林，村委会也表示会对
陈某补植造林进行监督，确保方案落
实。最终，法院依法判处陈某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判令其缴纳 1
万元生态资源损失费，并通过补植造林
进行替代性修复。目前，陈某已履行完
上述民事责任。 （张宏刚 朱玥）

洋县：昔日“猎捕者”成为今日“植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