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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秀艳

日前，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十大典型案例”

评选揭晓。入选的十个典型案例，涉

及非法倾倒、超标排放、交通事故与安

全事故次生环境事件等多种情形，为

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体制机制提供

了实践借鉴。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因为缺乏相

应的规制，生态环境损害事件发生后，

赔偿工作往往陷入“企业污染、群众受

害、政府买单”的困局，严重影响生态

环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

行赔偿制度，并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吉林等 7

个省份自2015年开展改革试点的基础

上，2017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方案》，授权省级政府、市

地级政府为赔偿权利人，要求其对造

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追究损害赔

偿责任。由此，“环境有价，损害担责”

被确定为制度规定、内化为社会共识。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

真抓严管。生态环境损害事件发生

后，最紧迫的工作是生态环境修复，以

最大程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实

际工作中，即便责任认定清晰且没有

争议，一些赔偿义务人对逃避赔偿责

任抱侥幸心理，认为“拖着拖着就没事

儿了”，先认账后翻案、签协议不履行

的现象并不鲜见。为了促进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落地，各地进行了有益

探索——从易到难、反复磋商，磋商结

果司法确认，综合运用行政、刑事、民

事以及失信联合惩戒、上市公司环境

信息披露等手段，给违法企业戴上“金

箍”……典型案例中，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和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

关紧密配合，确保赔偿义务人履行赔

偿责任，及时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修

复，不仅实现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

双赢，更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生态环

境损害担责绝不是一句空话。

完备的制度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保障。自2018年全国试行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以来，全国共办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945件，涉及金

额超过 29 亿元，形成了一批可供借鉴

的经验和做法，标志着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明确

“磋商前置”，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

商是诉讼的前置条件。通过征集和评

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十大典型案

例，总结提炼行之有效、可供借鉴推广

的经验做法，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

范引导作用，有助于巩固和深化推进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成效。

典型案例是一面引以为鉴的镜

子，也是一个可资参考的模板。生态

环境损害鉴定工作专业门槛高，损害

赔偿需要相关方反复磋商，工作难度

和压力都很大。有的地方因此存在畏

难情绪，生态损害赔偿工作始终没有

突破。十大典型案例的评选和发布，

对省级、市地级政府当好本行政区域

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具有重

要指导价值。各地不妨学习借鉴典型

案例的做法与经验，从严检视问题，精

准补齐短板，狠抓推进落实，确保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顺利推

进。进一步落实改革责任，强化对生

态环境损害行为“零容忍”，依法加强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必能为子孙

后代守护好天蓝、水净、地绿的美好

环境。

杨维立

近日，浙江杭州拱墅区叶青兜路

出现4个不一般的停车位，这些停车位

被涂上嫩绿色，上面写着“限时 20 分

钟”。这些“绿色车位”是杭州交警部

门为了缓解短时停车问题而设立的，

主要是给附近接送孩子的家长、临时

有事的司机提供便利。无独有偶，今

年5月中旬，河南省鹤壁市的淇滨菜市

场、九州菜市场、打柴口菜市场周边规

划了25个临时停车位，晚上8点到次日

早上 7 点可停车，其他时段限时 20 分

钟，监控计时抓拍。

事实上，短时停车的问题具有普

遍性。经常开车出门的人，可能都有

过这样的体验：开车出去很容易，停车

找车位却很难。比如，有的司机急着

去卫生间，却因为找不到免费停车位

而干着急，硬着头皮将车停在公厕旁

边，出来时或许已被贴了罚单。又如，

一些市民下班后，本想到小吃店买几

个包子带回家，却因为路边不许停车，

只能作罢。

杭州和鹤壁试点“限时20分钟”停

车位的做法就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短时

停车的问题。这个城市管理方式能够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确保交通秩序

的前提下，优化停车资源配置。在医

院、菜场、学校等地附近，设立“限时20

分钟”停车位，不仅能够帮助有短时停

车之需的市民排忧解难，还能给商家

带来了更多商机。

杭州的一位快餐店老板表示，来

他店里吃饭的，不少是网约车、出租车

司机，“以前他们吃饭，车临时停路边，

十几分钟得不停抬头看有没有被贴罚

单，现在停在绿车位里，能安心吃顿饭

了”。可见，设立“限时 20 分钟”停车

位 ，虽 是 小 举 措 ，却 不 失 为 一 个 好

创意。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

细。”在当前的城市治理中，如何在维

护城市秩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兼顾

群众和市场主体的需求和便利，是相

关方面正努力破解的一项重要课题。

杭州和鹤壁设立“限时20分钟”停车位

之举，启示我们，城市治理要像绣花一

样，既要精细精准，又要创意创新，这

样才能使市民生活更方便舒心。各地

应学习借鉴杭州和鹤壁的做法，坚持

寓管理于服务，在一些场所积极试验

“限时20分钟”停车位，更好地满足群

众需要，促进地摊经济、小店经济繁荣

发展。

在当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中，各地城市管理部门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

注公众体验，善于换位思考，将更多善

意融入到一个个细节中。设立“限时

20 分钟”停车位所彰显的为民服务的

态度和锐意创新精神，理当成为各地

城市管理部门的不懈追求。

“药神案”改判
彰显法治进步

这类案件纷纷改判，不仅减轻涉案

“药神”的处罚，给患者心理安慰，还会唤

起公众对法治的敬仰，提升司法公信力，

这都是法治进步带来的积极效应。

丰收

6月2日，山东连云港“药神案”二审宣

判，一审法院认定的销售假药罪被改为非法

经营罪，14 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均有所减

轻，另有1人被判无罪。这起因代购、销售

印度仿制抗癌药引发的刑案，因与电影《我

不是药神》情节相似，被称之为连云港“药

神案”。

《我不是药神》 上映引发社会关注后，

现实版“药神案”纷纷浮出水面。随着新修

订的《药品管理法》自2019年12月1日起施

行，之前曾以销售假药罪判决的上海“药神

案”，后改判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

罪，相比一审判决结果，改判后的惩罚明显

减轻。连云港“药神案”二审宣判，是“药

神案”改判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上海、连云港两地的“药神案”改判，

突出彰显了我国法治进步。过去，因《药品

管理法》中有涉及假药的相关规定，法院以

销售假药罪判决可以理解。但把能为患者

“续命”的、境外合法上市的靶向药认定为

假药，既不符合这类药品真实情况，也与公

众认知存在偏差，还忽略了患者感受，所以

修改法律规定是必然要求。

去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删除了原

来“按假药论处”的相关条款，这就不把代

购、销售的印度仿制抗癌药等同于假药，使

我们的法律规定更科学更符合实际。此外，

法律还明确规定，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

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

轻或者免予处罚。由此，“药神”不再受到

重罚。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既给了司法机

关审理“药神案”的法律依据，也给了法律

代理人、当事人重新辩护的理由。这类案件

纷纷改判，不仅减轻涉案“药神”的处罚，

给患者心理安慰，还会唤起公众对法治的敬

仰，提升司法公信力，这都是法治进步带来

的积极效应。

以连云港“药神案”为例，二审改判之

后，多名被告人不但刑罚减轻，而且可以依

法申请国家赔偿。不过，这些被告虽然不会

以销售假药罪被惩罚，但未取得药品经营许

可证，非法经营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并从中

获利，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律法规，构成非

法经营罪。

这类“药神案”带来至少两方面的提

醒。一是有关方面应加快审批、进口更多境

外合法上市的新研发抗癌药和仿制抗癌药，

以切实降低癌症患者的用药负担。一旦患者

可以从正规渠道买到价格合理、安全有效的

进口抗癌药，自然不会从不正规的“药神”

手中去购买廉价抗癌药。2018年以来，有关

进口抗癌药的好消息不断，如零关税、政府

集中采购、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加快创新药

进口上市等等。以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

目录为例，这些药品与平均零售价相比，平

均降幅达56.7%，可大大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二是民间“药神”也应规范经营进口抗

癌药。虽然修改法律后“药神”不会再以违

反销售假药罪被判，但如果经营不规范，也

会涉及非法经营、走私等违法问题，仍难逃

法律惩罚。从规范市场、保障患者合法权益

角度来说，有关执法部门对于违法销售印度

仿制抗癌药，仍有治理必要。

至于如何惩罚违法“药神”，既要从非法

经营、走私等角度来审视，也要准确理解并

适用新《药品管理法》第124条规定，即“未

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

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激励

记者6月2日从湖南省征兵办获

悉，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和湖南省军区联

合制定的《激励大学生参军入伍若干措

施》已正式实施，在复学升学、退役安置、

就业创业等9个方面出台37条优待措

施，激励大学生投身军旅。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环境有价，损害必须担责

“限时20分钟”停车位的善治启示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真抓严管。

在当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各地城市管理

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注公众体验，善于换位思考，

将更多善意融入到一个个细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