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彩零距离
警察节来临之际，诸暨陶朱派出所联合

青少年宫，在未来城联勤警务站开展“警营开

放日”活动，邀请学生走进警营，沉浸式体验

警营风采。警械枪支展示、无人机表演等引

得学生赞叹不已，反诈课、交通安全知识课等

则以互动问答、游园打卡等形式，令学生印象

深刻。

通讯员 杨宝露 陈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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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省两会迎接省两会

本报记者 王春苗 通讯员 侯林卫

本报讯 1月9日，省司法厅再次联

手浙江开放大学，举行《教育帮扶工作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就进

一步促进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对象、戒毒

人员和安置帮教对象等顺利融入社会开

展深入合作，旨在打造“浙派”教育帮扶

工作新品牌，助力平安浙江建设。

据悉，省司法厅自2022年6月与浙

江开放大学签订《社区矫正教育帮扶工

作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开启了推进社区

矫正对象素质能力提升与就业帮扶行

动，截至目前已帮助1.2万余名矫正对

象获得学历提升，2.1万余名矫正对象取

得就业技能证书。2023年9月，省司法

行政监狱系统采取“自上而下、全面铺

开”的方式，又在全省各监狱设立了浙江

开放大学教学中心，首批127名罪犯已

获得大学专科毕业证书。经过3年时

间，省司法行政系统与浙江开放大学已

基本形成了共创共建共享共赢的教育帮

扶新格局。

本次签约，双方将探索特色学院建

设、管理队伍能力提升培训、学历技能培

训、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等方面合作，进一

步促进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对象、戒毒人

员和安置帮教对象等顺利融入社会。例

如，依托浙江开放大学全省社区教育办

学体系功能和优势，开展对监狱服刑人

员、社区矫正对象、戒毒人员及安置帮教

对象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心理健康、家

庭教育和亲职教育等技能培训，提升学

历和职业技能水平。今后，双方将通过

实施“菜单式”授课、“导师制”帮扶、制定

教育“春雨行动”和创设“育新学院”等措

施，推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借鉴、可推

广的“浙派”司法行政教育帮扶工作新品

牌。

签约活动上，宁波市北仑区司法局、

永康市司法局、浙江开放大学海宁学院、

杭州市上城区社区学院、省第四监狱等

单位分别进行了交流发言，参加活动人

员还参观了浙江开放大学乐学港和融媒

体中心。

努力打造“浙派”教育帮扶工作新品牌努力打造“浙派”教育帮扶工作新品牌

通讯员 茹玉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2024年是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

审判庭10周年。在这一年年尾，全国法院

生态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会议在“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浙江湖州举行。

从一场全国性的大会回望，在环境资

源审判专业化建设第10年的关键节点，浙

江法院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在抓实审判机构专门化、审判理念实质

化、司法服务精准化、司法保护一体化、司

法审判数字化的基础上，持续深化环境资

源审判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

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这一年，浙江高院在省委省政府美丽

浙江考核中连续四年获评优秀。

惩治，更要护美复美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

治。

这一年，浙江法院审结一审环境资源

案件1.2万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330件，

以司法之剑护卫绿水青山。

数据的背后，是浙江法院用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对环境资源违法和犯罪行为

“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的惩治与预防。

惩治从来不是目的，审判之外，更要注

重护美。环境司法，向来坚持预防为上、审

判为本、修复为要。

在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因环境修复技术性强、

周期长、环节多，湖州南太湖新区法院引导

困难赔偿义务人开展劳务代偿、增殖放流

等替代性修复时，创新引入第三方公益组

织作为“生态修复管理人”，以专业监督管

理生态环境修复。

在13件环境资源案件中，丽水法院建

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司法应用机制，将生

态环境受损到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

导致的损失纳入其中，以司法裁判确认生

态功能价值，量化受损生态环境价值712

万元，蹚出“两山”转化新路径。

在两起海洋环资案件中，象山法院依托

与宁波产权交易中心、象山县发改局等开展

的蓝碳创新联盟合作，引导当事人以认购

“蓝碳”方式履行生态修复功能，实现“蓝碳+

产权+司法”生态补偿交易。既要下大力气

“案后修复”，也要花大功夫“源头治理”，宁波

海事法院围绕构建“司法+蓝碳”工作机制向

宁波市发改委提出建议，在制度层面助推海

洋经济发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在一起垃圾回收再利用环保企业的破

产清算案件中，衢州衢江法院将绿色发展

理念引入破产审判，通过清算转重整实现

企业重生，保留企业核心环保经营资质，指

导企业用绿色环保新技术改造迭代产业升

级，17万吨“碳排放”最终有了“消化”路

径，助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这一件件司法案例，是浙江法院这一

年司法服务保障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

动能的生动实践。这一个个创新做法，无

不体现着生态修复，无不蕴含着预防性、恢

复性司法理念，无不努力通过司法审判推

动受到破坏的生态环境及时修复，更促进

绿色低碳发展。

这一年，浙江法院积极推广碳汇代偿、

增殖放流、补植复绿、土地复垦等受损环境

替代性修复方式，判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及修复费用1.7亿余元，让绿美生态成为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保护，强调共识与协同

长三角地区河湖相通，山水相连。“水乡

客厅”风景旖旎，却总会遭遇“保护的困境”。

一地捕鱼，两地两判，适法不统一的坎

如何跨过？

2024年5月23日，浙江高院与上海、

江苏、安徽高院举行长三角地区环境资源

审判适法统一研讨会，沪苏浙皖四地法院

同聚一堂，共话环境资源审判领域适法统

一，着力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长三角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

流动的污染，却遇到“各自为战”的生

态修复基地，壁垒如何打破？

2024年12月12日，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三地人民法院，浙江嘉

善法院与上海青浦法院、江苏吴江法院首

次向上海青浦区域发展办公室、吴江长三

角地区合作与发展办公室、嘉善县委长三

角一体化办公室联合提出司法建议，推动

协同保护、一体化修复。很快三地就建设

示范区生态环境司法协同保护总基地达成

共识，并同步确定了总基地的首个生态修

复项目——稻田排水快速拦截净化项目。

从长三角跨域协同看生态环境治理，

这是系统工程，不能仅凭一家之力、一地之

谋，更不能只把目光着眼在物理空间。

在“全域数字法院改革”牵引下，在全

国首个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一体化“绿源智

治”数字平台基础上，浙江法院将系统迭代

升级为“法护生态”，新增森林法官、碳汇修

复、非诉执行督促等功能，进一步深化多跨

协同，打造跨场景、跨区域、全环节的协同

治理新成果。

2024年，浙江高院依托“法护生态”应

用，还指导安吉法院与安吉“两山合作社”

协同打造“数字碳汇”场景，以在线认购碳

汇方式实现生态修复，助力提升绿色低碳

创新策源能力。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条大运河，半部中国史。中国大运河

申遗成功十周年之际，浙江高院举行的一场

大运河（浙江段）司法保护活动备受关注。

2024年6月27日，浙江省人大监察司

法委、省文物局、省高院以及大运河（浙江

段）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宁波等沿线五

个地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部分基层人民法院

齐聚绍兴。围绕“大运河司法保护”，坚持

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生态

环境司法保护的联建联防联治，建立健全

联合协作与信息共享机制，共同守护美丽

大运河，赓续千年的历史文脉。

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司法保护的视

角，已经从它的自然环境，延伸到它的文化生

命。活动发布的《关于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

促进绿色发展的工作指引》，推动大运河（浙

江段）沿线各类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实现全

覆盖，以生态司法之力守护水韵浙江之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

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环境资源审判现代化也必然要站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推动全社会形成

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景观、人文环境一体

保护的共识和氛围。

——在省会杭州，从西湖边一棵受伤

的500年古樟树出发，杭州法院成立“古树

名木司法保护基地”，通过“法官+林长”等

多项长效联络机制，守护“绿色的国宝”“有

生命的文物”。

——在浙江北部，湖州法院打造“人文

江南·司法守护”工作品牌，构建全面覆盖、

各有侧重的“一点一地一庭”司法保护网，以

共治共享理念凝聚文化遗产保护更大合力。

——在浙江东部，舟山中院在普陀山

法庭设立古树名木文物古迹司法保护点，

为全岛1320株古树名木、4处全国重点保

护文物点及37处省市级历史文化古迹筑

起法治屏障。

从惩治，到修复，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这一年，浙江法院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司法护美绿水青山、厚植

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延续历史文脉的步

伐坚实有力。未来，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

征程上，也将继续阔步前行。

共护生态之美

浙江法院全链条筑牢生态司法保护屏障

金华政法融媒体中心 项雅琦

本报讯 1月9日，金华市召开城市交通拥

堵治理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工作成效。

近年来，在金华市交通、交警、住建等部

门的通力协作与持续努力下，交通拥堵治理

取得显著成效。为构建便捷高效的城市交通

设施体系，金华大力实施一系列路网完善工

程。2024年新建和改造东阳街、文渊街、新达

路等城区道路11.48公里，打通丹溪路西延等

14条城区“断头路”。同时，针对路口通行效

率问题，金华市对多处拥堵路段进行改造提

升，并优化信号灯绿波带和交通组织。

金华致力于打造一体化系统，通过优化

公交线网、完善轨道接驳设施、升级公交适

老化服务等措施，构建了多层次、一体化的

公共交通体系。2024年城区新增公共停车

位3859个，实施公共停车泊位差异化收费，

推进智慧停车诱导系统建设，盘活公共停车

泊位资源，持续推进公共停车场布局专项规

划编制工作。

对于医院、商圈、学校等重点区域的交

通拥堵问题，金华开展了专项治理行动，通

过增设停车位、道路拓宽改造、优化入院线

路等措施，对中心医院周边交通进行优化，

治理后就医停车容量扩充27%。此外，金

华积极倡导绿色出行，并引入碳积分机制，

鼓励市民选择公共交通等低碳出行方式。

2024年在金华行微信小程序共兑换公交电

子券11.6万张、共享单车券4万余张，碳积

分存量达15亿，新增4.65亿。

多管齐下治堵
保障出行路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