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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里说：“闽在海中，其西北
有山。”有山有海的地方，就是福建人的
家。福建是海洋大省，以山为脊，以海为
怀，3752 公里海岸线宛如蓝色飘带环
绕八闽秀美山川，2214 个海岛在东海
之滨星罗棋布。2024 年 10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做好‘海’
的文章”“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
示范区，做大做强海洋经济”。

“全省检察机关要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嘱托，树立陆海统筹理念，加强污染
防治和生态修复，推动构建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大格局，为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1 月 2 日，新
年第一个工作日，福建省检察院为涉海
检察工作“向海图强”谋篇布局。

重拳出击，守护宁静的海

福建省福鼎市以其海河交汇、鸥鹭
共舞的美景著称，那里水域清澈、沙滩洁
白、虾蟹肥美，拥有迷人的海岸线和丰富
的海洋资源。近年来，这片宝藏之地成
了不法分子觊觎的“肥肉”，非法采砂等
涉海犯罪危害着当地海洋生态环境。

福鼎市检察院办理的林某等人涉
海犯罪案件，是福建省宁德市近年来涉
案人数、船只最多，涉案金额最大的一
起非法采矿，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林
某等 14 人为牟取非法利益，租赁码头、
设立砂场，形成一条贯通非法采砂产业
上下游，集采、驳、运、储、销为一体的犯
罪链条，涉案金额 1040 万余元。林某等
人共同出资购买船舶，在未取得海域使
用权证和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多次在
某海域盗采海砂并对外销售，非法获利
228万元。

2024 年 5 月，当地法院对福鼎市检
察 院 提 起 公 诉 的 林 某 等 14 人 非 法 采
矿，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作出一审判

决。“一审判决对被告人卢某、陈某等存
在主从犯认定错误，适用减轻处罚量刑
及罚金刑裁量明显不当等情况。”据办
案检察官介绍，经福鼎市检察院提出抗
诉，宁德市检察院支持抗诉，同年 11 月
29 日，二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抗
诉意见，认定卢某、陈某为主犯，改判 5
名原审被告人主刑及附加刑，分别增加
有期徒刑五个月至一年一个月、罚金 4
万元至 17万元不等。

惩治破坏海洋环境资源犯罪，福建
省检察机关重拳出击，与公安机关、海
警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整治非法采运海
砂专项行动。2023 年以来，福建省检察
机关共起诉涉海砂犯罪 294 人，追缴海
洋生态损害赔偿金 3627 万元。福州市
检察机关持续加强涉海刑事案件监督，
福州市检察院及 5 个沿海基层检察院
分别与海警部门联合设立侦查监督与
协作配合办公室，凝聚打击犯罪合力；
泉州市检察机关陆续开展“非法占用海
域整治”“湿地保护”“守护绿色石化新
城”等特色“小专项”活动，以专项监督
促进海洋生态司法保护立体联动；莆田
市检察机关开展打击湄洲岛及其周边
海域非法采砂、非法侵占滩涂湿地等专
项监督活动，推动建设“岸稳海净”的社
会环境和生态环境。

生态修复，治愈“受伤”的海

2024 年 11 月 11 日，福建省单笔金
额最大的红树林碳汇认购案由漳州市
检察院办结。漳州九龙江口红树林碳普
惠项目正式挂牌交易，当事人郭某、余
某认购碳汇 1000 余吨，将全部用于九
龙江口红树林营造及管护。当日，福建
海峡资源环境交易中心出具核销证明
文件，郭某、余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
碳汇交易正式核销完毕。

2022 年 5 月至 6 月，郭某、余某在
禁渔期多次驾船航行至闽南渔场附近
海域，使用禁用网具进行非法捕捞。该

案移送漳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后，为明
确涉案非法捕捞行为对海洋生态环境
造成的具体损害，漳州市检察院邀请公
益诉讼技术官出具专业意见。鉴于该案
难以实现就地修复的实际，公益诉讼技
术官建议采用购买海洋碳汇的方式完
成替代性修复。经鉴定，郭某、余某非法
捕捞水产品对海洋生态造成直接及间
接损害价值 100.65万元。

2023 年 5 月，漳州市检察院对该案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
判令被告人郭某、余某连带赔偿生态环
境损害修复费用。同年 11 月，在检察官
引导下，郭某、余某自愿委托福建海峡
资源环境交易中心代为购买红树林碳
汇 100.65 万元。后经专门机构开发产
品、测算等一系列程序，2024 年 11 月，
二人正式确认购买具体碳汇产品。

针对盗采海砂案件被告人生态修
复能力不足、原地修复条件限制等海洋
生态修复难题，厦门市同安区检察院联
合同安区法院，在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建
成的海洋碳汇交易平台上设立厦门市
生态司法公益碳账户，构建“海洋蓝碳”
生态司法修复模式，切实简化生态修复
流程。

厦门市检察机关还在厦金海域设
立“厦门市公益诉讼海洋生态修复示范
基地”，集生态修复保护、警示教育、普
法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积极引导非法捕
捞水产品案件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并
购买鱼苗进行增殖放流，帮助其实现由

“破坏者”到“保护者”的角色转变。近年
来，厦门市检察机关通过办理涉海案件
已增殖放流鱼苗 174.3 万尾，有效补充
了厦金海域渔业资源。

数字赋能，守好湛蓝的海

3000 多公里的福建海岸线上，镶
嵌着一颗璀璨“明珠”——平潭岛。126
个岛屿、702 个岩礁，亿万年地质结构
变迁为平潭造就了“千礁百岛”的奇观。

2023 年 4 月，
平 潭 综 合 实 验 区 检 察
院 通 过 福 建 省 海 洋 公
益诉讼大数据平台发现，君山镇
大结屿岛疑似存在围填海非法占
用海岸线情况，致使岛屿基本被
围填海项目合围，岛体形态发生根本性
改变。

经现场勘验并利用无人机航拍取
证，办案检察官确认大结屿岛现场情况
与模型研判相符。平潭综合实验区检察
院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
其履行海域使用监管职责，依法查处非
法占用海岸线违法行为，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相关职能部门迅速组织开展违法
用海现场勘验，责令违法行为人限期退
还非法占用海域，恢复海域原状，并处
罚款 264万余元。行政处罚复议期满后，
检察机关依法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及时
向厦门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4年
6月，厦门海事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该案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检察机关持续
跟进监督执行进展情况。

数字赋能让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更
加高效便捷。在泉州，检察机关大力推
进生态环境检测实验室建设，借助卫星
遥感、无人机、检测魔方等科技手段，有
效解决了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涉及的部
分专门性问题。厦门市检察院联合科研
单位成立的公益诉讼快检联合实验室，
具备空天一体检测、水环境 DNA 检测、
复合气体分析等前沿检测能力，2024
年检测样本 69件，立案 3件。

“蓝色经济”，成就丰收的海

海洋，关乎产业，也关乎民生。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
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要像重视

耕地一样重视海域，像抓粮食生产一样
抓海洋开发。在福建，地理标志海产品
是海洋开发的重要一环，其品质不仅关
乎品牌和产品的兴衰，更影响着整个海
洋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

“得益于海蚌保护工作的全方位、
全领域推进，现阶段我们正全力开展漳
港海蚌资源调查，积极推动实施限额捕
捞，努力让‘漳港海蚌’这一国宴名菜成
为老百姓的家常菜。”2024 年 12 月 19
日，福州市长乐区漳港海蚌保护管理处
负责人向前来走访的长乐区检察院检
察官表示。

过去，由于保护区沿线一些渔民受
经济利益驱使，长乐海域海蚌一度面临
无序捕捞的困境，导致海蚌资源急剧减
少，让“漳港海蚌”这一金字招牌蒙上阴
影。为保护这一地方特有品牌，近年来，
长乐区检察院在漳港海蚌保护区内设
立工作联络点，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出台

《关于全面推进长乐海蚌司法保护的工
作方案》，督促相关部门严厉打击使用

“电拖网”“深水蚌耙”“高压耙刺”等禁

用工具进行非法捕捞的违法犯罪活动；
同时，结合办案开展普法宣传，强化对
各渔港码头的日常管理，形成从末端打
击到前端治理的全链条保护体系。

一粒优质的海蚌，必然产自一片优
质的海域。近年来，长乐区检察院加强
与公安、海警、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
门的协作配合，开展“守护海洋”检察公
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先后办理 18 件
涉海蚌保护相关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
理的督促整治漳港沿海餐饮企业违法
排污案件入选全国检察机关守护海洋
典型案例。在检察机关推动下，2021 年
以来，长乐区相关部门在核心海域放流
平均壳长 1 厘米以上海蚌苗种 200 余万
粒，促进了漳港海蚌种质资源恢复和可
持续发展。

从斩断盗砂产业链到尝试促成海洋
碳汇交易，从推进生态替代性修复到加
强地理标志海产品保护，福建省检察机
关创新保护海洋举措环环紧扣，实践久
久为功。“检察蓝”与“海洋蓝”相拥逐梦
的图景，正在福建辽阔的海域徐徐展开。

福建：
以法治之笔做好“海””的文章的文章

“2024 年，全县接待游客超过 120
万人次，其中滨海沿线旅游收入占全县
旅游收入的六成以上。新的一年，我们
有信心继续做好‘海’的文章。”2025 年
伊始，福建省惠安县文旅部门相关负责
人对前来走访的检察官表示，惠安县检
察院的检察建议为该县海洋文旅经济
健康发展筑起一道安全保障。

惠安海岸线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
海岸”之一，每年夏天都吸引无数游客
前来游览观赏。极易形成浪涡的离岸
流是海滩最危险的杀手，惠安县检察院
将目光投向海滨旅游公共安全，决定以
检察公益诉讼守护河海安澜。一年前，
网上一则关于“游客被困海中礁石”的
报道引起该院关注。检察官走访了解

到，惠安县龟山湾、洋屿湾附近海域时
常出现离岸流，近年来发生了几起群众
溺水及被困事故，而相关海域沙滩周边
仅有“此处水深 请勿下水”等提示，没
有针对离岸流的特别宣传及安全警示，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为守护海滨旅游公共安全，2023
年 10 月，惠安县检察院向负有安全管
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建
议其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对离岸流的
发生时间、地点，如何应对及自救措施
进行必要提示，加强安全宣传教育，提
高游客安全意识，防范事故发生。

守护海岸线安全需要多领域、多
部门协作配合。检察建议发出后，惠
安县检察院组织召开圆桌会议，邀请

相关乡镇负责人、海上见义勇为工作
室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就针
对离岸流的宣传方式、巡查救援等事
项进行协商。“会议达成重要共识，决
定依托‘护卫泉州海岸线生态检察联
盟’加强各部门协作，在重点领域增配
无人机，加大沿海景点巡逻防控力度，
形成多方参与、凝聚合力、共治共享的
公益保护模式。”惠安县检察院检察长
曾晓军介绍。

经过多次回访，检察官确认行政
机关已在相关海域海滩立起醒目的离
岸流安全警示牌，增设救生绳，增派巡
逻员，“一键求助”等安全设施也在不
断完善中。2024 年，惠安海岸线游人
如织，风险海域未发生安全事故。

协同落实检察建议，风险海域零安全事故

“官井洋，半年粮，黄瓜叫，渔民
笑。”这首在闽东吟唱千年、流传至今
的歌谣描绘了黄鱼富民的美好景象。
作为中国大黄鱼养殖核心区，福建省
宁德市蕉城区近年来全力实施“国鱼
计划”，致力打造“国鱼品牌”。“我们要
持续推动陆海并治、源头防控，助力渔
丰景美海常蓝。”岁末年初，蕉城区检
察院开始谋划新一年的“护海方案”。

位于宁德市东南部的三都澳系福
建六大天然深水良港之一，拥有数万
口网箱的海上渔排。蕉城区检察院在
履职中发现，蕉城区三都镇青山岛附

近一家船舶维修点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未按照规定规范收集 、贮存废柴
油，未将废柴油等危险废物委托给有
许可证的单位处置，而是直接交给垃
圾回收人员处理。“危废收集处置不
当，很可能造成水源和土壤污染。”检
察官介绍。

为保护三都澳海域环境，改善大
黄鱼生存繁衍条件，2024 年 9 月，蕉城
区检察院决定对相关职能部门怠于履
行海洋生态环境监管职责立案调查，
并依法制发检察建议。相关职能部门
收到检察建议后迅速采取整改措施，

要求辖区所有船舶维修点妥善收集贮
存危险废物。12 月底，检察官到现场
回访看到，各船舶维修点已规范危险
废物处置，未出现废弃柴油洒漏现象。

三都澳渔排上的一个个小屋，聚起
一座海浮城，容纳 800多户 2000余名养
殖人员耕海牧渔。为守护这片“海上粮
仓”，2024 年以来，蕉城区检察院聚力
海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加大对相关
犯罪打击力度，积极探索生态修复赔偿
金、增殖放流、劳役代偿等生态修复方
式，将生态修复与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结合起来，收到良好效果。

为“国鱼计划”夯实环境基础

霞浦县检察院检察官走上渔排了解渔业生产情况霞浦县检察院检察官走上渔排了解渔业生产情况。。

图①：连江县检察院检察官走访涉海涉渔社区矫正人员。
图②：漳州市龙海区检察院检察官深入渔港码头开展普法宣传。
图③：福清市检察院检察官协同海警查看盗采海砂现场。
图④：厦门市检察院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现场勘查非法倾倒
废土入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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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你们及时介入，不然两家矛
盾激化，后果肯定是两败俱伤。”2024
年 12 月 11 日，一场调解会后，福建省莆
田市秀屿区海带养殖户欧某对检察官
小俞说。

一天前，正在自家养殖区忙活的欧
某发现，其增设的 13 个竹桩和绳子被
村民朱某侵占，但朱某认为该区域属于
自己的养殖范围，双方因此发生口角。

12 月 是 海 带 养 殖 育 苗 的 关 键 时
期，欧某和朱某的矛盾纠纷若不能及时
化解，势必影响双方养殖收成，埋下“民
转刑”隐患。就在二人剑拔弩张之际，

负责联系该村的检察官小俞与海警、村
干部及时赶到现场。小俞细问争执起
因，发现欧某、朱某就两家养殖区分界
线各执一词，而实际情况显示，该片养
殖海域在海水潮汐的长期影响下，已无
从确定具体桩界。

“两家应重新划定分界线。”大家来
到村委会，就欧某、朱某两家养殖区域
分界线划定进行调解。经过多轮协商，
双方终于达成一致，约定以新立的竹桩
为界，以竹桩周边 3 米范围区域作为海
水潮汐缓冲区，东西两侧各为朱某、欧
某养殖区；朱某一次性赔偿欧某 3000

元，作为新立竹桩等设备款。“要让纠纷
刚起，就‘快进’到握手言和。”小俞说。

据了解，秀屿区海岸线绵长，所辖
11 个镇有 10 个临海。秀屿区检察院分
析研判近年来办理的涉海相邻权纠纷、
养殖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决定秉承治
罪与治理并重原则，将矛盾化解贯穿检
察办案全过程，探索建立“和风细屿”多
元解纷工作机制。2023 年以来，该院
通过“和风细屿”多元解纷机制，“说好”
法理情理、“调好”矛盾纠纷，促成刑事
和解 70 件 79 人，将各类矛盾纠纷 80 余
起化解在基层一线。

“和风细屿”说法理调纠纷

“检察机关凝聚各方力量，不到 3
个月就解决了违法填海问题，实属不
易。”2024 年 12 月 26 日，福建省罗源县
第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听取该县检察
院工作报告，人大代表对检察机关守
护“碧海银滩”的努力表示认可。

“罗源湾白水垦区附近有非法围
填海和长期占用海岸线迹象。”2023 年
10 月，平潭综合实验区检察院将应用

“非法占用海岸线大数据法律监督模
型”发现的这一线索移送罗源县检察
院。罗源县检察院立即派员到现场勘
查，发现白水垦区被占用海域面积约
0.2公顷。同年11月，该院依法制发检察

建议，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对违法填海行
为进行查处，并加大日常巡查管理力度。

“违法填海行为时间跨度长，整改
涉及多个部门，需各方协作配合，实现
同向发力。”罗源县检察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推动形成共识，检察官走访罗
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洋与渔业
局、松山镇政府，积极听取各方意见。
2023 年 12 月，针对整改过程中遇到的
现实困难，罗源县检察院牵头召开圆
桌会议，促成各部门“同题共答”。

2024年 1月，罗源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协同松山镇政府对涉案围填海区
域构筑物进行拆除。“我们几次实地回

访，看到被人为填出的滩涂逐渐回归自
然生长的模样，涨潮时可爱的‘几’字海
岸线格外显眼。”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

为巩固整改成效，2024 年以来，罗
源县检察院牵头建立属地乡镇政府与
相关职能部门联动协作和信息共享机
制，实现对违法填海行为的及时、有力
打击；同时，加强普法宣传，不断提升
公众海洋保护意识。

整治违法填海3个月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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