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
8 月 15日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了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溶洞里搞养殖、草原

上挖矿、湿地里种庄稼……面对这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资

源的违法行为，检察公益诉讼如何发挥威力？

伤痕累累的溶洞

贵州省毕节市的喀斯特溶

洞数量多、类型丰富。然而，由

于保护不力，一些溶洞一度伤

痕累累。

2024年 4月，毕节市人民检
察院接到“益心为公”检察云平

台志愿者举报线索，经初步核

实，毕节有 12处喀斯特溶洞存
在生态环境严重受损问题。

办案人员调查取证发现，

有的溶洞被违法占用养殖家

禽，畜禽粪便直接排放在溶洞

内；有的地方大量生活污水未

经处理直接排入地下溶洞；还

有多处溶洞内存在大量生活垃

圾和建筑废物，长期堆积散发

着恶臭气味。

2024年 5月，毕节市人民检
察院向毕节市生态环境局制发

检察建议，建议其对毕节市辖区

内溶洞污染问题依法履行监管

职责，推动问题整改，修复受损

生态。同时，毕节市人民检察院

指导各地检察机关对当地溶洞

污染防治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办

理关联公益诉讼 8件。
溶洞内长期堆积的垃圾被

清运，污水管道和养殖场等设施

被拆除……经过检察机关的督

促和有关部门综合整改，昔日伤

痕累累的溶洞终于得到“救治”。

草原上的野伤疤冶

2004 年至 2018 年，内蒙古
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某煤业公司

在未经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审批，也没有办理建设用地使

用权手续的情况下露天采矿，

占用、损毁天然草原 6200 余
亩。该煤业公司虽然于 2008年
编制了复垦方案，但直至 2021
年 4 月，仍未开展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草原植被遭到毁

灭性破坏。

巨大的矿坑如同一块“伤

疤”，深深烙印在辽阔的草原上。

2021年 4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检察院锡林郭勒盟分院在内蒙

古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

馈问题中发现这一线索。检察机

关初步查明，因煤业公司采矿被

破坏的矿山地质环境和草原植

被持续多年未得到有效治理。

根据有关规定，检察机关判

断，西乌珠穆沁旗人民政府及其

职能部门均未依法履行职责，致

使草原生态破坏、公益受损。经

锡盟检察分院督促，西乌旗政

府承诺于 2022 年底前完成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并

恢复草原植被，但直至 2023 年
3 月仍未依法履行职责。锡盟
检察分院决定以行政公益诉讼

立案，并于 2023年 3 月 7日向

西乌旗政府制发检察建议，但是

问题仍久拖不决。

对此，检察机关于 2023年 6
月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2023年 11月 1日，锡林郭勒盟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

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

截至 2024年 3月 5日，当地已投
入治理资金 1亿元，并开展了有
关生态治理恢复工作。

被开垦的湿地

2023 年 8 月，黑龙江省人
民检察院农垦分院在开展湿地

保护公益诉讼专项活动中，发

现洪河自然保护区内数百亩地

块被违法开垦耕种且持续长达

数十年的问题线索。但是，由于

一些历史遗留因素，解决问题

并不容易。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于

2023年 12月决定立案，成立由
省检察院、省检察院农垦分院、

建三江人民检察院组成的办案

组，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调查取

证。经查，洪河自然保护区于

1993 年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
准重新确界，同期赵某等 4名违
法行为人已在保护区内违法开

垦湿地并持续种植。截至 2023
年 8月，已违法开垦 537亩湿地，
因行政区划调整及农垦体制改

革，监管职能交叉、职责未理顺，

导致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损。

对此，检察机关于 2024年 3
月邀请各相关方举行公开听证

会。通过听证，各方对监管责任

主体、种植行为违法性、退耕还

湿生态修复责任形成一致意见，

确认建三江管委会对违法开垦

湿地的行为负有监管责任。检察

机关向建三江管委会发出检察

建议，督促其开展系统整治，问

题终于得以解决。

生态环境治理是系统工程，

检察公益诉讼在其中的作用日

益凸显。通过开展公益诉讼，检

察机关以司法办案有效促进综

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惩

治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违法

行为。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6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

11.7万余件。随着推动精准规范
办案、健全执法司法衔接联动机

制、拓展案件线索等方面持续发

力，检察公益诉讼将发挥出更大

效能。 渊据新华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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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洞里搞养殖、草原上挖矿……

检察公益诉讼如何发力保护生态环境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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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3日晚，上海市浦东新
区应急管理局在官网发布关于

市民买折叠床发现标注“救灾物

资”的情况说明。

说明称，关于媒体反映市民

在市场上买到标注“救灾物资”

字样的折叠床的情况，经初步核

查，市民购买的折叠床系使用过

的应急物资。

说明表示，在该批物资的分

拣清理过程中，仓库管理人员违

规处理、私自出售，致使流入市

场。上海市浦东新区应急管理局

已将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线索报

公安机关调查处理，公安机关已

开展相关调查工作。

折叠床印有野应急冶字样

近日，上海一男子称，在浦东

新区的二手店铺买到了印有“应

急”字样的折叠床，引发关注。

据曝光此事的男子反映，8

月 11日，自己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一家买卖二手物品的店铺，以 160
元/张的价格买了两张带有塑封
的折叠床，以为是全新未使用的。

男子到家后却发现，床体印

有应急管理部门监制字样，旁边

还写着“扫码全程追溯”，疑为应

急救灾物资。

床上的溯源码显示，这批床

由宁波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0日生产。此后，这批床于 2021
年 2 月 4 日在上海交到某单位
的仓库，于 2022年 4月调到上海
市浦东新区应急管理局。

此前，浦东新区应急管理局

确认 2022 年处置的救援物资中
有一批床，今年 5 月底，因新物
资进库，一些旧有物资要转移，

这批床按计划应清理消毒、塑封

打包，送入钢厂销毁。

据央广网报道，8月 13日上
午，记者来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

航兴路上的一家二手家具回收店。

“当时 1张床 53块，我和另
一个人一起收了 75 张床，我这
拿了 40张，当时很多床没有包
装，也有很多损坏的地方。”二手

家具回收店经营者告诉记者，这

批床是 6月 12日从他人处收购
而来，“我也是从别人那拿来的，

说是卖废品时卖出来的。”

“昨天（12日），派出所、市场
监管局都来问了情况，也做了笔

录，该说的我也都跟他们说了，

我也不知道会出现这个情况。”

二手家具回收店经营者表

示，“现在正在退回这批回收的

折叠床，他们以我们的购买价收

回去，之前卖出去的我也追回了

3张床。”

律师院应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专业人士指出，应急抢

险救灾物资的购置、储备保管、调

用有对应的规定。以中央应急抢

险救灾物资为例，根据《中央应急

抢险救灾物资储备管理暂行办

法》，中央应急抢险救灾物资是由

中央财政安排资金购置，专项用

于支持遭受重特大自然灾害地区

开展抢险救灾和受灾群众生活救

助的应急储备物资。这类物资储

存年限到期后，要依规处置。

经技术鉴定，质量和性能不

能满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要求

的中央储备物资可报废。相关处

置收入在扣除相关税金、技术鉴

定费等费用后，按照政府非税收

入和国库集中收缴管理有关规

定及时上缴中央国库。

《上海市市级应急救灾物资储

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

市级应急救灾物资使用结束后，未

动用或仍有使用价值的回收类物

资，原则上由使用区组织回收。经

检测达到入库质量要求的物资方

可回收，经维修、清洗、消毒和整理

后，作为区级应急救灾物资存储。

接近正常储备年限的市级

应急救灾物资，由承储单位报经

市应急局、市粮食物资储备局、

市财政局同意后，按有关规定进

行轮换，具体有实物置换、委托

轮换和其他市场化轮换方式。

上海康明律师事务所主任吴

新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

倒卖这批应急物资的人员，是国家

工作人员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单

位等部门委托的其他人员，无论这

批应急物资是否将回炉销毁，该人

员在主观上都具有非法占有国有

财物或者公共财物的直接故意，客

观上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了倒卖行

为且攫取了不法所得，故应以贪污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虽然目前这批旧有物资的

相关数量和价值还不能清楚确

定，但是这批折叠床应属于‘应

急物资’，在贪污罪的量刑中属

于加重情节。”吴新慧说。

渊据叶每日经济新闻曳冤

市民买到标有“救灾物资”的折叠床

上海浦东通报院系使用过的应急物资

洪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柳兰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