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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综合性、基础性法律，环
境保护法于1979年试行，1989年正式颁行，几乎与改革
开放一路相伴走到今天。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方面事业都取得了
巨大进步。遗憾的是，因让位于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
我国曾经付出了不小的生态环境代价。被称为“史上最
严环保法”的新环境保护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加
大了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治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的出现，让环保法长出“牙齿”，让惩治更有力量。

2017年6月27日，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明确写入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这两部法律，这标志着我国以
立法形式正式确立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这
对于全面依法治国，特别是强化公益保护、促进依法行
政、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检察公益诉讼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上，由于行政
部门条块分割，常因为部门分工或监督管理权限等原因
而执行不到位，甚至出现相互“踢皮球”现象。检察机关
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协调相关行政部门共同解决生
态环境问题，可以发挥“督政”功能。因此，检察公益诉
讼是“督促之诉”“协同之诉”“补位之诉”。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以来，全国公益诉讼案
件数据表明，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监督行政机关履职，可
以促使绝大多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
件在诉前实现公益保护目的，彰显中国特色公益诉讼检
察制度的效能。同时，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尤其是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可以在制裁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
企业和个人的同时要求责任企业和个人修复受损生态
环境，彰显检察机关坚持打击刑事犯罪与赔偿损失、修
复生态并重的办案理念，有助于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
法效能，增强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司法保护力度。

具体到潮白河流域，检察机关的介入对该流域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潮白河涉及京
津冀三地的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生态用水和雨季行
洪。单一行政部门监管或者各地分别治理难以有效根
治潮白河流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三地检察机
关跨行政区域合作办案治理潮白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
以检察公益诉讼为抓手，可以督促多家监督管理部门依
法履行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职责，在检察机关和行政机
关之间形成有效“督政—履职”机制，促进跨省流域生态
环境治理。这既是能动履职守护民生福祉的需要，也是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体现，还是潮白河流域乃至海河
全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其形成的成功经验值得其
他地方借鉴。

检察机关坚持诉前实现公益保护、一体化办案协同
推进、深化以案促治，统筹发挥跨行政区域协作功能，促
进跨省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
检察机关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法治保障手段，推动
解决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形成公益保护领域独树一
帜的“中国方案”，有力地助推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高
水平治理。

在检察机关持续探索下，检察公益诉讼进入从高速
度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已从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等4个法定领域扩展为“4＋11”的履职格局，成为全
面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成果，在法治
中国建设进程中焕发出蓬勃生机。完
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可以实现经济
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同频共振。

公益诉讼守护潮白河水清岸绿
——检察之为让“两山”理念在宝坻开花结果

11月15日，在宝坻区潮白河畔，一场

野生动物放归活动顺利完成。此次放归

的珍贵鸟类共15只，都是由天津市阳光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救助收治，达到

放归标准后才带到放归现场的。

该中心负责人李正说，无论是随着

潮白河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潮白河流域

的野生珍贵动物明显增多，还是对野生

动物的保护，都与宝坻区人民检察院（以

下简称宝坻区院）多年来通过公益诉讼

参与潮白河环境治理密切相关。

初冬时节，在紧邻宝坻
城区的潮白河国家湿地公
园，水中畅游的鱼儿清晰可
见，不时有鸟儿来此觅食，健
身、休闲的市民和游人络绎
不绝，宛如一幅人与自然和
谐共存的生态画卷。此前，
潮白河宝坻段全流域入选国
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并成为天津
亮丽生态名片。

对违法行

为调查取证。

宣传生态

环境保护知识。

联合巡查。

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

以案促治 85件公益诉讼案件见证检察之为

潮白河，像一条卧龙，将京津冀三地紧紧地串联在一起。
它发源于河北省的潮河与白河，于北京合流，再经天津东入渤
海。它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源地之一，被誉为京东之肺，河
堤两岸覆盖约5万亩的平原森林，是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以
潮白河为主轴，以两岸生态廊道为绿脉建设的潮白河国家湿地
公园，对维护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七八年前的潮白河可是另一番景象。
“这个红虫老值钱了，可以做观赏鱼和鸟的饲料，市场上好

几十元一斤，捞鱼虫的摸黑干一宿，可以赚几万元钱。”在利益
驱动下，在潮白河挖红虫之风盛行。宝坻区院检察官多次深夜
勘察现场，现场触目惊心：上千条非法捕捞柴油船穿梭作业，用
工具把河底的淤泥翻起来，再用滤网滤掉泥沙，留下红虫，水面
上漂着船只漏出的柴油，船上冒着黑烟，导致河水浑浊不堪，河
床严重受损。
该水域常年有2000只左右非法船只进行捕捞作业，且使

用劣质柴油为燃料，废物直接排入水中。河面上还搭建有600
余个由铁皮船和铁桶船拼装的非法钓鱼平台，产生了大量的垃
圾。非法捕捞船只和钓鱼平台的存在，既影响行洪安全，又严
重污染了潮白河水域，生态环境持续遭到破坏，水面及两岸野
生鸟类几乎绝迹。
获利的是极少数人，遭殃的却是潮白河，受损的是附近居

住的百姓。潮白河宝坻段是国家一级行洪河道，为沿线农田提
供行洪、排涝和灌溉，对宝坻区工农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潮白河水质变差，直接影响到周边稻农的水稻种植。水稻
产量下降，稻米口感变差，价格也卖不上去。
宝坻区委区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开始致力解决潮白河环境

污染问题。但是多个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对一个区域的
环境污染问题都有管辖权，职权范围上存在重叠，导致各行政
机关互相扯皮推诿，以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公共利
益处于持续受侵害状态，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人民群众反映
较为强烈。
潮白河生态环境保护刻不容缓，大规模捞鱼虫、非法捕鱼

等行为必须遏制。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让检察机关参与治理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拿到有力武器。2017年起，宝坻区院牵头
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推动问题解决，先深入相关部门就检察机
关的职责以及提起公益诉讼的意义进行沟通交流，消除行政机
关的顾虑，争取理解和支持。向有关职能部门制发了检察建
议。考虑到治理难度，同时向区政府做了专项调研报告。
宝坻区政府对治理行动高度重视，先后召开四次会议，研

究制定了潮白河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成立了由主管副区长带队
组成的联合执法队，从上游起向下游巡查，并全程由检察机关
现场监督。在整治过程中，吊车、拖车、摇臂车、快艇齐上，经过
半个月时间，2000余条非法捕捞船只及600余个非法钓台全部
清理完毕。
公益诉讼的第一重点是“生态环境”，围绕这一重点，近年

来，宝坻区院依法能动履职，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
域公益诉讼履职办案，立案涉河案件85件，开展诉前程序82
件，提起公益诉讼3件。通过一系列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以
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自我纠错、依法履职，督促治理
被污染水域80余公里，拆除违法建筑16处、恢复农田20余亩，
清除处理各类垃圾百余吨，检察机关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
显著成效。

三地携手 检察机关实现全流域治理

河流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全流域属性，需要上中下游通力合
作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清理过程中，水务、生态环境
等管理部门反映，之所以多年未予根治，是因为破坏环境的违
法者在天津市和河北省往来作案，与执法者打起了“游击战”。
为了根治问题，宝坻区院及时向京冀地区检察机关通报了问题
线索，让违法者无处可逃。
2020年以来，宝坻区院联合京冀检察机关实地踏勘三地潮

白河流域内是否存在倾倒垃圾、非法排污、私搭乱建、妨害行洪
等情况，开展座谈会20余次，及时处理、解决问题，为潮白河生
态保护开启绿色通道。
3月份,宁河区院发现在潮白河左堤宝坻与宁河交界处被

倾倒大量建筑垃圾，破坏了潮白河流域生态环境。经了解，是
违规搭建的鸡棚被拆除后遗留下来的，因跨区域等方面问题，
一直无人清理。宁河区院把案件线索通报了宝坻区院，两家单
位联合两地河长办、属地镇政府共同召开了磋商座谈会，将涉
案点位的建筑垃圾全部清理，行政机关建立了日常巡查机制，
消除了治理盲点。此案推动宝坻区院和潮白河下游的宁河区、

蓟运河流
经的河北
省玉田县、唐山
芦台经济开发
区、唐山汉沽管理区
的检察机关、河长办
建立了宝宁玉芦汉跨区域
协同保护机制。
宝坻区院副检察长李小强

说：“今年5月，我们院又和潮白河上
游的北京市通州区、河北省香河县、三河县、大厂
回族自治县的检察机关、河长办建立了大三香通宝跨区域协同
保护机制。
这样，宝坻区院利用区位优势，串联起京津冀，筑牢潮白河

生态保护屏障。

“检察+”实现潮白河立体化保护

“自从有了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务实地帮助我们解决了80
多件疑难问题。行政机关单方的执法力量相对弱一点，在重大
问题上，检察机关助力不小。”宝坻区河长办工作人员刘彬有感
而发。
潮白河流域环境整治是个系统工程，单靠一个部门或行政

机关无法完成，必须发挥各职能部门的合力，由“我来干”变“一
起干”。自2020年7月，宝坻区院与区河长办建立了“河长＋检
察长”工作机制，实现检察机关与区河长日常联络、联席会议、
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开展河湖水生态环境和水资源保护专项
行动，对全区河道、水库、湿地、沟渠、坑塘等水生态环境和水资
源保护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机制建立后，每季度，两家联合巡
河已经成为常态，发现问题，一份检察建议，各街镇政府很快就
清理到位，少去了行政机关很多烦恼，高效率保护了生态环境。
每年的5月至7月，是潮白河流域的禁渔期。宝坻区院在

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的同时，每年与河长办定期开展协同执法行
动。去年5月，有两人在潮白河黄庄镇小辛码头村附近，使用
船、电瓶、逆变器、电耙子网等工具以电鱼的方式非法捕捞鱼类
等水产品时，被当场抓获。后经法院审理，违法行为人认罪认
罚，同时也积极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用购买鱼苗增殖放流的方
式替代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以达到及时修复受损水域生态环
境的目的。在增殖放流活动现场，检察官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
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法治课，人民群众连连称赞。
除了河长办，宝坻区院还发挥“检察+”模式，联合更多行政

部门合力解决潮白河污染问题。每年走访12个沿河街镇，定期
组织对潮白河主干及支流开展巡河，及时发现水域内杂物和垃
圾，检查黑臭水体问题是否存在反弹等情况，切实做到“早发
现、早建议、早整改”。
此外，通过科技赋能，节约检察资源，提升监督水平，由“埋

头苦干”变为“科技巧干”。宝坻区院每月对潮白河水域的含氧
量、氨氮含量等指标进行随机采样；每季度通过无人机飞巡方
式，对水面、河岸等进行实时航拍，利用高科技智能化检测，让
调查取证降本增效。科技赋能为公益检察插上“智慧翅膀”。

打开思路 生态损害赔偿金有了好去处

初冬之季，正是候鸟南飞迁徙的旺季，也是李正与几位志
愿者最忙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不时有迁徙中受伤的鸟儿被大
部队落下。他和伙伴们主要工作就是发现、收容、救治。宝坻
潮白河流域及周边地区受伤的野生动物，等它们具备野外独立
生活能力、符合放飞条件时，再集中放飞。
李正向记者介绍说，近年来随着潮白河生态环境的明显

改善，附近流域的野生动物明显增多，像猎隼、中华秋沙鸭、彩
鹮、东方白鹳这些多年不见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都回来
了，还有震旦鸦雀、黑脸琵鹭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2022
年11月，李正筹建了公益性质的天津市阳光野生动物收容救
护中心，旨在及时发现、收治、放生野生动物。这些工作主要
是由他个人和志愿者完成，没有任何报酬，所有费用都是自己
承担。
2023年，宝坻区男子米某使用弹弓、钢珠、手电、热成像仪

非法猎捕树麻雀39只、白头鹎10只、雉鸡1只。宝坻区院对此
案提起公益诉讼，米某按照判决赔偿了野生动物资源损失1.5
万元。但是，怎么用好这笔钱，检察官可犯了愁。由于现有法
律法规未对赔偿费用的使用、管理和监督作出规定，再像以往
一样增殖放流，与该案的性质不相吻合。经多次调研、与区农
业农村委员会协商座谈后，宝坻区院找到了天津市阳光野生动
物收容救护中心。检察官看到救助中心的环境以及医护人员
的耐心细致，决定把赔偿金交到他们手中，用于野生动物的保
护和救助，专款专用、专账管理。
李正介绍，作为一家纯公益性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目前，他

们共收到3笔来自宝坻区院生态损害赔偿金共计23484.75
元。这些钱对该中心无疑是雪中送炭，可以更好地收治受伤的
野生动物。该中心成立以来共收容救护野生动物500余只，其
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10只，在全市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和
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宝坻区院第五检察部主任张桂彬说：“辖区内潮白河流域

湿地面积达3400余公顷，生态用水达标率100%，野生植物达
300余种、野生动物286种，其中国家级野生保护鸟类就有17
种；对水域环境要求比较高的潮白河银鱼等土著鱼类得到恢
复性繁殖和增长，这些都印证了潮白河的生态环境日趋向
好。我们涉及潮白河的公益诉讼案件也明显减少，这是大家
乐于看到的。”

“两山”理念在这儿生动实践

记者漫步在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看到这儿水质好了，岸
边绿了，珍贵的鸟儿又回来了，到此休闲旅游的市民和游客络
绎不绝，展现了一幅“落日与孤鹜齐飞”的美丽生态画卷。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挖鱼虫、非法捕捞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只是走错了途径，
破坏了环境，违反了法规。借助治理好的潮白河生态环境，让
流域附近的居民富起来，是对“两山”理念最生动的实践。
近几年，宝坻区依托潮白河流域水资源、水生态和水环境

优势，推动上下游各镇村联动，做大做优“稻”文章，积极发展大
口黑鲈、鳜鱼等名特优水产养殖和稻蟹、稻虾等立体综合种养，
打造特色生态农业。小辛码头村水稻种植大户韩立华说，“现
在水质好了，我们村的水稻长得也好了，平均亩产提升了300多
斤。水好还能套养螃蟹，每亩地又增收400元左右。”
好水、好土、好生态，还得充分利用起来，宝坻区推动生态

文旅融合发展，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拥有
潮白河的宝坻成为文旅兴旺的“宝地”。小辛码头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洪奉国说：“这几年，潮白河环境越来越好，我们
也顺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建成了小辛码头、李宦庄等休闲旅
游村，累计51户农家院，年均接待游客50万人次，旅游产值达
5000万元，同时还带动了村民就业。今年，我们还举办了20多
场钓鱼赛事，吸引了更多市民。”
生态一天比一天好，以检察之力守护生态之美的工作还在

推进。
“公益诉讼检察‘以案促治’是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

能，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宝坻区院将继续发挥检察
公益职能，强化法律监督职责，立足潮白河水资源、水生态保护
及水污染、河道治理等方面问题，积极与北京、河北检察机关密
切配合，以跨区域检察公益诉讼助力河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宝坻区院检察长张国岩说。

检察公益诉讼
让环保法长出“牙齿”
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小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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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照东

被放归的东方白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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