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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聊城报
道 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近日对杨
某、邵某、河南省濮阳市盛源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非法处置废酸污染环境一案，
依法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

2015 年 6 月，河南省濮阳市盛源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的罗某、侯某在处理公
司生产产生的废酸过程中，在明知废酸
属于危险废物且杨某个人没有危险废
物处理资质的情况下，仍将 50 余吨废
酸交由杨某进行处理，并商定每吨废酸
由河南省濮阳市盛源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支付处理费 300元。

之后，杨某、邵某带领装载废酸的
罐车和罗某、侯某至聊城市莘县朝城镇
邵庄村东路北瑞达化工有限公司，将罐
车内废酸全部排放至公司院内东北角
的水泥池内。

8 月底，邵某向盛废酸的水泥池里
加水稀释后，往厂外北侧的河道里排
放。由于水泥池西侧墙体处发生泄漏，

废酸流入西侧未作任何防渗处理的土
坑内，造成土壤严重污染。

经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
院环境风险与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
鉴定，排出的液体 pH 值为 0.60，呈强酸
性，系 HW34 类危险废物，具有毒性和
腐蚀性，水泥池和现有土坑废酸造成的
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 182.4万元。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杨
某、邵某和河南省濮阳市盛源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非法处理废酸的行为致使社
会公共利益受到严重侵害。

在聊城市范围内无提起公益诉讼
适格主体且邵庄村委会明确表示不起
诉的情况下，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
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
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等有关
规定，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

跨省倾倒废酸50余吨造成土壤严重污染

聊城对非法排酸案提起公益诉讼

本报讯 湖北省襄阳市环保局、市
公安局日前联合下发《2016 年襄阳市
开展打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
为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决定利用 4 个月的时间，在全市开展打
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
行动。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检查对象为
襄阳市域内所有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
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业、医药等重点行业产废
单位，检查内容是自 2014 年 1 月 1 日以
来的危险废弃物产生、处置情况，以及
所有经营单位的经营情况。

按照行动安排，襄阳市各地环保、
公安部门将结合本地实际，对本地重点
行业产生危险废物单位及危险废物经
营单位进行严格检查和深入排查，工业
园区废弃河道、厂房、坑塘、废弃矿井等

可能存在违法违规堆存、填埋危险废物
的地点将一并纳入排查范围。襄阳市
环保局、市公安局将联合对各地专项执
法检查情况进行抽查。

本次行动要求，襄阳市各地环保部
门要依法严肃查处排查过程中发现的
环境违法行为，对涉嫌环境刑事犯罪
的，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襄
阳市各地环保、公安部门要充分利用

“12369”、“110”举报热线，鼓励群众举
报各类涉危险废物违法违规行为，对查
实案件要及时公开通报，做到排查一
批、查处一批、曝光一批、震慑一批；襄
阳市各地环保、公安部门参加专项行动
的执法检查人员要秉公执法，不徇私
情，对发现的通风报信、包庇纵容等违
法违纪行为，要严肃问责，涉嫌职务犯
罪的，要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熊争妍李丹

襄阳环保公安联合出击

打击涉危废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本报记者王小玲 通讯员魏旭东德
阳报道“1 人被免职，两家企业被勒令
停产停业，8 人被刑拘。”近日，四川省
德阳市环保局就环保督察相关情况进
行了公开发布。

据介绍，自从四川省环境保护督察
组入驻德阳市开展为期半个月的环保
督察以来，按照“边督边改”的要求，德
阳市环保局及有关部门根据现场督察
情况共梳理出几十个环境问题，涉及建
筑扬尘、工业污染、危险废物、生活垃圾
处理、生活污水处理等。

现如今，这些问题是否得以解决，
办理情况如何？

绵竹澳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在没
有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情况下，于
2014 年 1 月~2015 年 6 月 30 日，擅自处
置由上海锡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的绵竹市万洁垃圾处理厂垃圾焚烧后
的飞灰、残渣共 2312.32 吨，并收取处置
费 6 万元。绵竹万洁垃圾处理厂明知
上海锡能和绵竹澳东无危险废物处置
资质，仍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残渣共
7 万吨~8 万吨交由这两家公司处置。
根据督察情况，上述 3 家公司均涉嫌非

法处置危险废物，环保部门将 3 家公司
及相关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以“污染
环境罪”进行了立案侦查，并刑拘 3人。

在已移送公安机关进行立案查处
的案件中，什邡市黄龙金属材料装饰厂
涉嫌超标排放水污染物（含重金属）被
查封，3 人被刑拘；四川蜀灿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擅自将废弃黄磷炉（危险废
物）提供给无危废经营许可证的个人被
立案查处，处以罚款 10 万元的行政处
罚，两名无证经营者被刑拘。

在已经办理结案的案件中，根据德
阳市经开区规划环评要求，德阳劲羊特
种铸造有限公司生产项目应在 2015 年
底前淘汰，但督察组督察时发现这家公
司还未关闭。次日，这家公司被勒令停
产，目前正在开展拆迁准备工作。

罗江略坪镇一废旧塑料加工厂被
群众举报涉嫌非法排污，污染周边环
境，对周围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影
响。目前，这家企业已被勒令停产。

据了解，德阳市将成立相应的市级
环保督察小组，对县、乡（镇）进行环保
督察。

四川省环保督察层层推进

德阳1人被免职8人被刑拘

一辆车，一枚国徽，三五张桌椅。
这就是古田县人民法院生态审判车载
巡回法庭的全部“家当”。

生态审判车载巡回法庭简约却不
简单，它们开进山村，驶入集市。大树
下、弄堂里，国徽闪耀，法槌声声。

几年前，古田县宝峰村前任村干
部 瞒 着 村 民 ，将 村 里 千 亩 松 木 林 贱
卖。村民们束手无策。就在此时，生
态车载巡回法庭驶进村庄，法官林章
平给村民支招：“不妨走诉讼渠道，法
律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说法。”

后来，历经 4 个月，古田县人民法
院作出判决，认定前任村干部未经村
民代表大会通过，擅自贱卖村里财产，
程序违法，合同无效。“压在大家心口
上的石头搬开了。”村民们自发组织起
来，徒步 20 多公里，将一面锦旗送到了
法官手中……

继长汀、古田法院建立生态审判
车载巡回法庭、连江法院建立生态审
判海上巡回法庭后，2015 年 6 月，漳州
中院在云霄县成立全国首个中级人民
法院生态巡回法庭，同年 9 月，霞浦县
人 民 法 院 成 立 全 省 首 个 海 岛 巡 回 法

庭，负责辖区海岛生态环境破坏、修复
等各类案件。

“移动”法庭能够有效应对生态环
境资源案件数量的增加，实现生态环
境 案 件 就 地 立 案 、就 地 开 庭 、就 地 调
解、就地宣判，减轻当事人诉累，妥善
化解矛盾纠纷。

截至目前，福建全省共设立了 12
个生态巡回法庭。各地还不断创新生
态司法便民模式，在重点林区、景区、
矿区、自然保护区、海域等设立生态巡
回法庭、办案点、服务站 142 个，法官利
用节假日、农闲时间等开展巡回办案、
法制宣传，让老百姓感到“法律就在身
边、法院就在家门口”，构建起了富有
地方特色的生态环境巡回审判模式。

针对生态环境纠纷日益多元化、
利益难平衡的特点，福建省各地法院
建 立 矛 盾 纠 纷 诉（访）前 化 解 工 作 机
制，设立诉前调解室、调解联络点，形
成村、乡、县、市四级生态环境矛盾纠
纷化解网络。同时，将调解模式从单
一向聚合转换，将调解阶段从诉前向
诉中、判后各环节延伸，将调解类型从
涉 林 向 涉 生 态 环 境 资 源 各 个 领 域 拓

展，使大量涉生态环境矛盾纠纷案件
更多以和谐方式得以处理。

2015 年至今年 5 月，福建各级法院
依法严惩污染环境、乱砍滥伐林木、滥
捕野生动物、乱采滥挖矿产资源、非法
采捕红珊瑚、非法占用农林用地、违法
排污等犯罪行为，共审结生态环境领
域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3734 件。

其中，审结涉生态环境刑事案件
1520 件 ，适 用“ 补 种 复 绿 ”163 件 236
人，责令涉林刑事被告人补种、管护林
木面积 1 万余亩，有效修复了受损生态
环 境 。 审 结 涉 生 态 环 境 民 商 事 案 件
1878 件，诉前化解涉生态纠纷 825 件；
坚持监督和支持并重，促进行政机关
依法履行职责，审结涉生态环境行政
案件 336件。

福建高院相关责任人表示，下一
阶段，全省法院将推动、协助有关部门
尝试生态司法法官在线答疑解惑，生
态 环 境 案 件 网 上 立 案 及 远 程 视 频 开
庭、听证、调解、接访等试点工作，以解
决边远山区污染案件投诉难等问题，
加大对生态案件环境受害者的司法救
助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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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10 月 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创新完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机制为推进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提出，力争到 2017 年，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机制；到 2020 年，在深化生态环境司法
保护改革方面形成一整套较为科学的生态环境司法机制和制度体系。

近年来，福建省各级人民法院将单纯的林业林权保护拓展到全面的生态环境保护，从坐堂问案的辨法析理拓展到诉前判
后的源头治理，从对毁林排污的打击惩治拓展到对青山绿水的固本培元……创新完善生态环境资源案件审判工作机制，持续
推进专业化、科学化、信息化建设，打造生态司法保护的“福建样本”升级版。

生态修复理念发于“林”不止于“林”

金 秋 的 八 闽 ，绿 意 盎 然 ，空 气 清
新。在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古竹乡陂
子角村，曾因大火留下的满山疮痍已
化为满眼绿意。

2014 年 11 月，卢大娘到农田干活，
将铲好的稻草堆成堆并点火燃烧，不
慎引发森林火灾，导致 155 亩林地受
损。永定县人民法院积极促使卢大娘
与被毁山场林权所有人签订了补种协
议，最终对卢大娘从宽处理，以失火罪
依法判处其缓刑。

这是福建实施补种复绿生态补偿
机制以来的实践案例之一。

“补种复绿的做法源于生态修复
司法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实
现刑罚的惩罚功能，使被损环境得到
尽快修复，还促使罪犯早日回归社会，
可谓‘一判三赢’。”福建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张玉珍说。

据介绍，福建长汀曾是我国四大
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之一。为防止生态
案件“一判了事”，当地法院创新生态

环境犯罪案件“判后三督促”机制，即
督促被告人落实修复义务、督促所发
司法建议的落实、督促被判处缓刑人
员落实承诺。通过此举，当地近 96%的
被毁林地重披新绿。

记者了解到，近 5 年来，福建各级
人 民 法 院 共 审 结 生 态 环 境 领 域 的 刑
事、民事、行政案件 13728 件。法院在
案件审理中，先行适用修复性司法，已
发出“补植令”、“管护令”等 500 余份，
责令涉林刑事被告人补种、管护林木
面积 6 万余亩，有效修复了受损生态
环境。

生态修复理念发端于“林”，又不
止步于“林”。

《意见》提出，大力推进修复性生
态环境司法应用，推广延伸生态环境
修复司法机制的适用领域，拓宽生态
修复改善空间，推动建立分别适用土
壤、大气、水体等领域的多样化修复方
式，形成多层修复、立体保护的生态修
复模式，从林地延伸至矿区、水域等，

从毁林刑事案件覆盖至民事、行政等
案件，探索运用原态修复、代偿修复、
替 代 修 复 、异 地 修 复 、公 益 修 复 等 方
式、途径。完善替代性修复方式，建立
健 全 生 态 损 害 修 复 专 项 资 金 收 支 制
度，设立统一资金账户，通过政府财政
预 算 ，以 涉 生 态 刑 事 被 告 人 自 愿 缴
纳 的 生 态 补 偿 或 修 复 款 、环 境 损 害
人 自 愿 缴 纳 的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补 偿 金
及 社 会 捐 助 等 方 式 筹 集 资 金 ，加 强
资 金 使 用 的 监 督 管 理 ，弥 补 直 接 修
复 方 式 的 不 足，确保受损环境的全方
位修复。

今年 5 月，南平市浦城县人民法院
在审理一起污染环境案中，经法官教
育引导，被告人邓某兴、李某胜自愿出
资生态修复金 10 万元用于购置鱼苗，
通过“增殖放流”的生态修复方式，将
鱼苗投放到受污染的南浦溪，净化水
环境，改善福建闽江、江西信江、浙江
瓯江的三江源头水质，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专门审判机构覆盖全省

2015 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在福
建龙岩古田召开第一次全国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会议，推广福建省包含
生态修复、公益诉讼等 9 项工作机制在
内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福建样本”。
今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 厅 印 发《国 家 生 态 文 明 试 验 区（福
建）实施方案》，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罗志沙介绍，福建将在完善生
态环境司法“九项机制”的基础上，进
一步创新完善生态环境案件公正高效
审判、生态案件科学管辖、海洋环境生
态司法保护、生态环境专门化审判、生
态环境司法预防、生态环境司法实践
研究和涉生态环境案件执行等 7 项工
作机制，持续打造升级版的生态环境
司法“福建样本”，为全国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工作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福
建经验，更好地服务保障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

为实现目标，福建各级人民法院
将加强与检察、公安、林业、环保、国
土、农业、水利、海洋渔业等单位的协
调沟通和良性互动，形成部门之间横
向、纵向沟通联系网络。

根据《意见》要求，福建还要完善
环境资源司法保护机制，研究建立环
境资源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无缝
衔接机制，建立大气、水、土壤、森林、
海洋、矿产等领域的各类环境资源刑
事、民商事、行政诉讼及相关非诉执行
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机制等。

同时，《意见》要求，全省各级法院
要遵循生态环境审判规律，健全职能
配置，建立生态环境专门化司法保护
体系，实现统一生态环境审判机构名

称、统一生态环境审判受案范围、统一
生态环境案件审理程序和“四合一”审
判模式、统一环境民事行政公益诉讼
审判标准和尺度、统一生态环境审判
法 律 文 书 制 作 格 式 等 生 态 环 境 司 法

“五统一”。
据了解，截至目前，福建已成立涉

生态环境的专门审判庭 71 个，其中高
级人民法院 1 个，中级人民法院 9 个，
基层人民法院 61 个，已有专门合议庭
11个，生态环境审判人员 300余人。

无论是生态环境审判机构数、生
态法官人数、办结生态环境案件数，福
建均居全国法院首位，得到了最高人
民法院的肯定。

近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
民事审判第六庭，负责审理生态环境
等案件，福建实现了全省法院生态环
境审判机构的全覆盖。

环境公益诉讼走向基层

2015 年 10 月 29 日，新环保法实施
后的全国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在福建
省南平市尘埃落定。

这起案件的判决突破了国内在赔
偿 生 态 环 境 服 务 功 能 损 失 方 面 的 空
白。法院在裁判中主要从保护、恢复
生态环境功能的角度，在环境损害结
果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判令被告承担
恢复生态功能责任，如被告不能恢复
则赔偿生态功能损失费，由第三方修
复。这种考虑有利于维护环境公共利
益，也符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最终
目标要求。

判决结果凸显了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裁判方式的创新，将审理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与生态恢复性司法有机
结合，使案件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得以统一。

这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环境侵权十大案例、2015 年人民法
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例。

据了解，自2015年以来，福建省各级
人民法院共受理7件环境公益诉讼案。

福建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推
进 环 境 公 益 诉 讼 审 判 工 作 的 重 点 省
份，利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
关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契机，强
化环境公益诉讼的评价指引功能和政
策形成功能，积极参与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制定环境公益诉讼相关司法解释
的起草和论证工作。

2015 年 12 月 21 日，福建省清流县
检察院对县环境保护局不依法履行职
责 提 起 环 境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 诉 讼 期
间，清流县环保局将其查扣的电子垃
圾移交至具有危废处置资质的福建德
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依法作无害化处
置，并对刘某某作出责令其停止生产、
对焚烧现场残留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并
处罚款 2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今年
3 月 1 日，三明市明溪县人民法院审结
了这起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

益诉讼。
目前，在福建法院审理的环境公

益诉讼案件中，提起诉讼或支持起诉
的主体既有省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所在地的市级、县级检察机关，也有中
华环保联合会、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
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
好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
究和服务中心等社会团体。

由于环境公益诉讼具有较强的专
业技术性和复杂性，法院积极推行环
境公益诉讼专家陪审和咨询机制，选
任生态、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
员、特邀调解员，建立覆盖环保、林业、
海洋渔业、农业、矿产、水利、大气等领
域的生态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库。

2014 年 5 月，福建高院在全国率先
聘请 12 位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技术咨询
专家，为生态环境审判工作提供司法
决策参考和专业技术支持，取得了较
好的法律效果。

特色令人心头一暖

巡回审判让群众感受公平正义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日前在泗洪县临淮镇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非法捕
捞水产品和妨害公务案件。2016 年 3 月，被告人马某青等 5 人明知洪泽湖水域处
于封湖禁渔期，仍在泗洪县成子湖水域采用拖网方法非法捕捞田螺逾 12吨。

法庭当庭宣判，被告人马某青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妨
害公务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十五天。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拘
役六个月，缓刑一年；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马某知、周某书、许某拘
役六个月。同时，没收（追缴）各被告人违法所得上缴国库。

图为庭审现场。 朱来宽摄

机制令人眼前一亮

模式令人耳目一新

理念令人为之一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