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一度4 2018年7月30日 星期一

首席编辑：罗丹琳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5212130 13857101115

最近这段时间酷暑难当，但绍兴

市检察院公益诉讼部副主任邵娟英还

是会隔三岔五去一趟绍兴市治水办

（河湖长办）。今年6月绍兴市检察院

派驻该市治水办检察官联络室成立

后，作为派驻检察官参与治水办成员

单位环境督促专项督查、了解水资源

水生态等执法检查情况……这些已经

成了邵娟英的工作日常。

不仅是设立检察官联络室，也不

仅是治水。早在2016年3月，绍兴市

检察院就把“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检

察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检察长挂

帅，11个部门负责人参与，一手抓检察

机关内设职能部门以及市县两级检察

院在环保检察上的整体推进、一体运

行；一手构建检察机关与环保部门深

度融合、互动协作框架，推进破坏环境

资源犯罪专项整治，建立生态环境公

益调查和检察提前介入、生态环境司

法修复补偿等制度，强化生态环境领

域的行政执法监督、立案监督、诉讼监

督，构建起督政、督案、督审于一体的

“三督”法律监督模式。

去年7月公益诉讼制度全面施行

后，绍兴市检察院还和环保、市场监

管、审计等部门加强联动，出台加强办

案协作、案件通报、落实反馈等机制，

进一步深化信息共享、同步介入、配合

协作，全方位拓展检察服务生态文明

建设的覆盖面。

以司法守护绍兴水清岸绿、天蓝

气净，两年多来，绍兴检察机关不断深

化生态环保检察工作，共批捕、起诉污

染环境、非法采矿等生态环境领域刑

事犯罪547件959人，督促补植各类树

木2300余株，复绿、复垦被损林地、土

地109余亩，责成6家涉案企业交纳生

态环境损害金共计145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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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推进生态环保检察

今年夏天，诸暨市店口镇店口社

区的居民陈健锴每天吃罢晚饭，都会

到自家屋后的公园里去散散步，困扰

他和邻居们多年的垃圾场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绿树青草、假山凉亭。老

陈满心舒畅：“有了前车之鉴，不会有

人敢再来偷倒垃圾了！”

老陈家屋后原本没有垃圾场，但

因为这里恰好位于绍兴和杭州的交界

处，一些渣土车司机便经常半夜里来

偷倒垃圾，附近的居民轮流看都看不

住。大家没想到，这个垃圾场竟会有

朝一日变身公园！

去年3月，诸暨市检察院联合环

保、公安等部门，对全市金属加工企业

开展大排查，8家将生产废水直接外排

的企业被立案查处，但受损的环境如

何修复？

由于河流污染很难针对性修复，

诸暨市检察院创新司法修复方式，选

址店口社区居民陈健锴屋后的这处垃

圾丢弃点进行替代性修复，由8家污染

企业缴纳115万元损害赔偿金建造生

态警示公园，提醒人们保护环境，不要

再重蹈覆辙。在此基础上，诸暨市检察

院又联合相关部门出台长效机制，这一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替代性修复方式由

此得名“诸暨模式”。

2017年1月16日，一起水污染责

任纠纷公益诉讼案在绍兴市中级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这是全省第一例环境

公益诉讼案，也是全国首例由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磋商环节转入诉讼程序的

环境公益诉讼案。法庭上，原告身边

两位身着制服的检察官，格外引人注

意。他们是绍兴市检察院的检察官，

以“支持起诉人”的身份出庭支持公益

诉讼，这在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

度尚未全国施行的当时也是首创。

2018年7月9日，由24名非法捕

捞水产品者集体投放的129万尾鱼苗

欢跳着由剡溪游入大江，这是嵊州市

检察院今年最大规模的一次生态司法

修复行动。让违法捕捞者投放鱼苗修

复水域生态环境，这一做法也最早起

源于绍兴。两年多来，绍兴不仅将“司

法+生态修复”广泛运用于非法捕捞案

件的办理，还从保护水域生态平衡等

角度与渔业等部门确定放流时间、地

点、鱼类品种等，科学合理修复水乡的

“水生态”。据统计，仅去年1年，绍兴

全市 65 名犯罪嫌疑人就放养鱼苗

377.5余万尾，起到了惩罚犯罪和修复

生态的双重效果。

谁污染，谁修复；谁破坏，谁赔

偿。2016年以来，围绕着水、生态和环

境，绍兴检察机关将恢复性司法理念

广泛运用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实

践，在办案中创新性地探索出了多元

化生态环境司法修复机制，为绍兴生

态发展撑起了强大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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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绍兴检察”样本

最严密的检察综合保护体系 守护最美的江南水乡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胡妮娜

稽山青，鉴水长。对于古城绍兴来说，

山水之色是她的本色。自2016年启动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项目试点以来，

绍兴两级检察机关以“司法护航绍兴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市创建”为方向，构建生态

环境检察保护综合体系，加大环境保护领

域公益诉讼力度，探索生态修复法治方

式，加强协作联动，打造生态司法保护的绍

兴检察样本，为生态绍兴、美丽浙江建设提

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公益诉讼守护青山秀水

绍兴水巷阡陌，曲折绵密。也正

是这样密布的水网，让“治水”成了绍

兴坚持生态发展路上必须面对的一

场硬仗。

绍兴市区向东南15公里，有一座

因出产“抹茶”而闻名的生态旅游小

镇——“抹茶小镇”。但这个主打绿

色发展的新兴小镇，不久前却曾面临

环境污染的威胁。

今年3月，越城区检察院陆续收

到群众举报，称富盛、皋埠两镇交界

处一条小河的河水有时呈现大片“乳

白色”，怀疑水体被污染。民行部门

的检察官立即赶赴现场调查。沿着

村民所说的“牛奶河”一路上山，当走

到富盛镇金溪村附近时，果然发现了

一处非法废矿物油桶拆解点。

锁定污染源后，越城区检察院

向环保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立

即对此案立案查处。由于当时接连

下雨，“牛奶河”的下游就是“抹茶小

镇”，为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越城

区检察院又连发 2份检察建议，建

议环保部门对污染物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和标准进行处置，建议镇政府

会同环保部门采取有效控制措施，

对辖区内类似情况进行排查。3份

检察建议接连发力，环保部门紧急

立案，现场污染得以控制。

同样是围绕着“水”，在嵊州，检

察机关发现，某水库二级保护区内竟

有垃圾填埋场。在检察机关的监督

下，相关职能部门重新选址建设。由

点及面，绍兴检察机关对全市饮用水

源地保护展开“拉网式”调查，保护绍

兴饮用水源安全。

固体废物的违法处置、倾倒，也

被纳入绍兴检察机关的重点监督范

围。继去年 6月诸暨检察建议“搬

走”南泉岭矿山万余吨造纸废渣后，

袍江工业区内面积4000多平方米、3

米多高的工业垃圾被清理，新昌大山

里隐藏着的报废机动车拆解回收点

停止违法破拆……

去年7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制度全面实施以来，绍兴检察机关将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

有力武器，共立案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43件，发出诉前

检察建议39份，提起公益诉讼1件，

督促清除处理生活垃圾7200余吨，督

促回收和清理其他固体废物18200

余吨，督促关停和整治垃圾填埋场2

个，对跨区域倾倒工业固废、形成黑

色产业链的系列案及时启动5件民事

公益诉讼程序，为绍兴的环境综合治

理融入了浓重的检察力量。

创新模式修复生态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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