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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1 日，天台始丰溪畔热闹

非凡，村民们正在围观 100 万余尾鱼苗投

放进溪水。

原来，当年3月，村民邬某明知是禁渔

期，在禁渔区内的后岸村附近始丰溪流域

进行电击捕鱼，共非法捕获水产品 18.9 公

斤。经天台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邬

某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后，还要赔偿渔业

资源损失2.5万元，用于增殖放流。

“村民们都到现场去观看增殖放流活

动，反响热烈。天台法院坚持惩处犯罪与

生态修复并重的做法值得肯定，案件起到

了很好的以案释法和教育警示作用。”浙江

省人大代表陈伟伟赞赏地说。

“谁破坏、谁修复”，台州椒（灵）江流域

各法院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实现刑事惩

罚、环境修复、教育罪犯“三赢”局面，审结

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19件，判

处生态修复赔偿金106.79万元。

为进一步筑牢椒（灵）江流域绿色发展

“防火墙”，台州法院针对犯罪的再预防，积

极探索职业禁止令机制。2022 年 5 月，在

黄岩区头陀镇山头姜村擅自采矿的杨某，

就收到了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采矿

相关活动的禁止令。截至 2022 年底，椒

（灵）江流域8名被告人收到了禁止令。

此外，各类生态修复基地沿着椒（灵）

江流域萌芽。椒江法院在台州湾实地公园

设立实地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基地，约定由

公园管理方在湿地公园内部划定“补植复

绿”“增殖放流”“劳务补偿”等恢复性司法

裁判的执行场所。仙居法院在野生猕猴栖

息地淡竹村建立公益诉讼生态修复基地，

旨在打造“生态修复地、生态观赏地、法治

教育地”三地融合的金名片。

增绿的锐气：深入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

审理非法采矿案审理非法采矿案

“保护台州母亲河，构建椒（灵）江流域

生态保护跨部门跨区域协作机制。”这是台

州法院 2023 年面向全社会郑重作出的 12

项工作承诺之一。

同饮一江水，共护生态美。2023 年 3

月 28 日“世界水日”，台州中院、市人民检

察院、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十

部门共同会商签署《关于深化椒灵江流域

生态保护多跨协同机制的实施意见》，进一

步完善了椒（灵）江流域生态保护跨地域跨

部门的执法司法协同机制。

实际上，椒（灵）江流域多元协同治理

的做法早已开始探索实践。

2021 年 12 月，椒江法院项旭锋收到

了全市第一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书，

表面上看该案是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不履行

法定职责，未能及时处理辖区污染环境的

固体废物事件。

但经过调查发现，台州市生态环境局

事前已经针对污染事件开展了大量的调查

和评估工作，因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等问题，

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本着“案结事了”的目标，椒江法院坚

持能动司法，立即组成7人合议庭，积极协

同台州湾新区管委会、财政局、农业水利局

等部门，历经数次督促、协商、听证，最终被

告依法履行职责，被污染区域的生态环境

全部实现恢复。

2022 年 5 月，临海法院与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签订《关于建立环境资源执法司法

协同联动机制实施方案》，建立环境资源

案件诉源治理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对于紧急性案件、存在较大纠纷隐患

或重大疑难问题案件，临海法院将依托市

社会治理中心等平台，深化“一窗受理、调

解对接”模式，主动融入环境资源保护治

理大格局。

“环境资源执法司法衔接机制在信息

共享、环境共治、机制共建等方面还存在薄

弱环节。”台州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张

兴军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将以深化椒

（灵）江流域生态保护多跨协同机制为重

点，积极开展协调联动，不断健全‘恢复性

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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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台州的绿色司法答卷
——共护母亲河椒（灵）江流域纪实

通讯员 连伟丹 陈岚

“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青。”山海壮阔，这是杜甫笔下的台州。

浙江第三大河、八大水系之一的椒（灵）江水系是台州母亲河，紧紧地连接了这座城的山魂海韵，流域面积6613平方公里，流经仙居、天台、临

海、黄岩、椒江五个县（市、区），滋养了600多万台州人民。

6月5日，椒（灵）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2020-2022年）和五大典型案例正式对外发布。

这是台州法院人护卫母亲河的司法故事。

“王某新一帮人常常夜里偷偷加长采

砂船吊臂在永安溪[椒（灵）江上游]里采砂

石，我们当地人都愤愤不平，仙居法院的判

决很解气！”仙居县下各镇居民陈某指着永

安溪一处河道说。

永安溪砂石是国家宝贵的矿藏资源，

王某新等 4 人超深、超范围开采砂石价值

207.8 万元，违法所得 7.4 万至 29.7 万不

等，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资源，更伤害了当

地居民朴素的家园情怀。

仙居法院积极回应公众司法期待，向

该类“杀鸡取卵式”非法采矿犯罪亮剑，判

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至三年不

等。

像这样大快人心的裁判不胜枚举。

2021 年、2022 年，椒（灵）江流域各法院审

结 环 境 资 源 案 件 数 同 比 增 长 15.8% 、

19.4%。2020-2022 年，依法惩处各类污

染环境、破坏生态资源犯罪428人，单处或

并处罚金 2140.35 万元，没收或追缴各类

违法犯罪所得1.15亿元。

这得益于台州法院环境资源专业化司

法审判的有力推进。2021年3月，台州中院

报批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各基层法院环境

资源专业审判团队相继成立，实行民事、行

政、刑事案件“三合一”归口审判管理模式。

全市法院抓牢调查研究这一“金钥

匙”，每季度分析研讨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每年发布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抓实建强

专业化司法能力。

匠心耕耘，终有所获。各类精品案例

不断涌现，被告人金某飞、蔡某喜等 49 人

利用网络平台跨省处置铝灰污染环境案入

选 2022 年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

例，该案亦为2023年最高检、公安部、生态

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依法严惩危险废物污染

环境七大典型案例之一。被告人徐某怀等

10 人非法采矿案入选 2023 年度全省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关于被告人罗某

某等污染环境案的案例分析获评全国法院

2022年度系统优秀案例分析。

“今后我们还要加强统筹指导，‘线

上+线下’同步开展业务研讨交流，促进全

市环境资源审判规范化、专业化、数字化。”

台州中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吴谦介绍。

护绿的硬气：织密多元共治“协同保护网”

守绿的底气：筑牢母亲河绿色司法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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