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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陈菲

最高人民检察院14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布了服务保障长江经

济带发展检察白皮书。白皮书显

示，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检察

机关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批准

逮捕4336件 7084人，同比分别增

长 44.39% 和 43.05% ；提 起 公 诉

12504件 22310人，同比分别增长

15.78%和20.26%。

其中，非法采矿罪占12.58%，

污染环境罪占6.88%，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占6.29%，非法

占用农用地罪占11.46%，滥伐林木

罪占22.15%，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占

18.17%，上述6个罪名案件数占总

案件数的77.53%。

这是最高检首次发布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2019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检察机关按照最高检服务保

障长江经济带工作部署，聚焦长江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主动

监督、智慧履职、铁面司法，紧密结

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惩非法码

头、非法采砂等违法行为背后的黑

恶势力犯罪，坚决肃清源头，形成

打击生态环境领域违法犯罪高压

态势。

白皮书还显示，2019年，长江

经济带11省市检察机关还充分发

挥公益诉讼检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特殊作用，持续聚焦水、土壤污染防

治等重点、难点，着力解决水资源保

护、水污染防治和水生物多样性保

护问题；通过办理有影响、有震动的

公益诉讼案件，推动解决危害长江

生态环境顽疾。

白皮书指出，2019年，通过办

案共督促修复被污染、破坏违法占

用的林地、耕地、湿地、草原11.44万

亩，消除污染隐患、治理恢复被污染

水源地131.2万亩，整治造成污染环

境企业、养殖场等3426个。

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在发布

会表示，白皮书的发布，不仅是对

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工

作进行的阶段性总结，更是为了

清醒地看到，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形势依然严峻，检察机关在服务

保障实践中还有不少问题和短

板，与党中央要求、与人民群众期

待还有差距。

“希望通过每年发布白皮书，对

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检察工作

进行全面及时的梳理审视，进一步

查问题、找根源、谋对策，实现长江

经济带检察工作创新发展。”张雪

樵说。

新华社 罗沙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14日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最高法近日

发布了第22至24批指导性案例，共

27件案例，涉及知识产权、国家赔

偿、执行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据悉，第22批指导性案例包括

3件知识产权案例和1件国家赔偿

案例。这批案例专业性强、问题新

颖，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大

法官担任审判长审理的案件。其中

包括“乔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

备受社会关注，也是最高法首个以

全媒体形式现场直播庭审和宣判的

典型案件。

“这些知识产权案例所涉法律

适用问题疑难复杂，对于统一知识

产权案件裁判标准、提高审判质效、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司法

保护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都有重要

意义。”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吴兆祥

说，国家赔偿案例总结的裁判规则

明确人民法院执行行为确有错误造

成申请执行人损害，被执行人无清

偿能力且不可能再有清偿能力的，

执行程序是否终结不影响申请执行

人依法申请国家赔偿。

第23批指导性案例包括“中建

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

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

司、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执行复

议案”等10个对执行实践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旨在进一步

解决执行工作中的法律适用难题，

并与正在进行的强制执行立法、司

法解释等共同构成完整的执行规范

体系。

“从典型个案中提炼出规则，对

进一步规范执行行为，解决消极执

行、乱执行、选择性执行等各类问题

都具有积极作用。”吴兆祥表示，这

些案例中，人民法院严格认定生效

裁判确定的义务是否得到有效履

行，妥善处理和解协议履行与执行

原生效法律文书的关系，合理界定

执行权的性质与边界，公平保护当

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体

现出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规范重点。

第24批指导性案例包括“吕金

奎等79人诉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

责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

案”等13个涉生态环境保护案例，

集中展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成果。

吴兆祥说，这些案例既包括私

益诉讼，也包括公益诉讼和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诉讼，体现了环境资源

审判理念的特殊性和裁判规则的

专业性。最高法将继续指导各级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判各类

环境资源案件，进一步发挥案例评

价指引作用，不断提高环境司法的

能力和水平，推动形成人人依法履

行环境保护法律义务的良好社会

氛围。

英女王同意哈里夫妇
开始“新生活”

新华社 陆爱华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3日在英格兰东部的桑德

灵厄姆庄园与部分王室成员举行家庭会议，经过“非常

有建设性的讨论”同意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开始新的

生活”。

伊丽莎白二世、王储查尔斯、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

出席13日会议，身在加拿大的梅根经由电话参会讨论。

现年93岁的女王会后发表声明：“我和我的家人完

全支持哈里和梅根作为年轻家庭开始新生活的渴望。”

“虽然我们更希望他们作为王室的全职工作人员，

但我们尊重并理解他们继续作为家庭有价值成员的同

时、以一个家庭（为单位）过上更独立生活的愿望。”

路透社报道，这份声明没有称呼哈里夫妇为萨塞克

斯公爵和公爵夫人，而是直呼其名，非正式语气和口吻

不同寻常。

哈里夫妇8日在社交媒体和新网站宣布告别王室高

级成员身份，想要一个“新的工作模式”，在北美分配更

多生活时间并实现“经济独立”。媒体报道称，哈里夫妇

单方面宣布这一决定前没有征询女王和其他王室成员

意见，令女王和其他王室成员感到“失望和受伤”。

暂不清楚哈里夫妇将何种程度调整先前承担的王

室角色。女王说，有关哈里和梅根未来安排的最终决定

将在今后数日内明确。

哈里是查尔斯王储和已故王妃戴安娜的次子、英国

王位第六顺位继承人。他2018年与非洲裔的美国演员

梅根结婚，去年生下儿子阿奇。

考拉迁居新西兰？
专家说“不可行”

新华社 沈敏

澳大利亚林火肆虐，烧毁大片考拉栖息地，不少人

为这一“萌物”命运揪心，澳大利亚的近邻新西兰人想

到，不如让考拉集体迁居新西兰？不过，专家很快给这

个主意泼了冷水。

德新社报道，截至13日下午，倡议“新西兰引进考

拉”的请愿书已筹集6500多份签名。请愿书写道：“考

拉在澳大利亚面临功能性灭绝，它们有可能效仿许多其

他澳大利亚原生物种，在新西兰茁壮生长。”

澳大利亚环境部长苏珊·利13日视察一家救治烧伤

考拉的“考拉医院”时说，政府将设立工作组，为救援考

拉和恢复考拉栖息地制定计划，将考虑“一些创新方案，

包括是否能够把考拉安置在非原始生长地”。

不知是否被澳官员的话激发“灵感”，新西兰人请愿

“考拉搬家”，但专家指出“不可行”。

悉尼大学动物学家瓦伦蒂娜·梅拉告诉德新社记

者，把一个异国物种迁移到新地方，可能对当地原有物

种以及整个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梅拉说，考拉天生十分“挑食”，“可能根据树叶的毒

素和营养成分，仅仅选择某几棵树、甚至这些树的某部

分叶子作为食物”；即使在同一片栖息地内，“住处”相隔

不远的考拉也可能偏好不同“口味”的桉树叶。

别说搬家到新西兰，即使在澳大利亚境内，想要转

移个别考拉也十分困难。“光有桉树，不一定能满足个别

考拉的需求，更别说迁移整个种群。”

这是 1 月 13 日在

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

部拍摄的中国农历庚

子鼠年特别版邮票版

张海报。

联合国邮政管理处

日前发行中国农历庚子

鼠年特别版邮票版张，

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到

来。新华社 李木子 摄

最高检首个白皮书：

去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
检方对环资案件公诉2万多人

最高法发布27件指导性案例
涉及知识产权、国家赔偿、执行、生态领域

联合国发行中国农历鼠年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