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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铁路运输中院：以预防性判决保护生物多样性

□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赵 飞 康传虎 翟文喆

法 院 收 到 公 益 起 诉 状

司法助司法助力野生动物保护力野生动物保护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百灵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的梨枣峪，山川绵延，植被茂盛。这里不仅有陡峭的崖壁可供猛禽筑巢，山上茂密的植被也为猛禽繁育后
代提供了充沛的食物。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雕在此栖息繁衍。然而，房车营地的开发建设却打破了这里的宁静，由此产
生的声光污染、人为干扰使金雕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日前，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了这起金雕栖息地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法院依托府院联动，在金雕栖息地、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事实的认定上，“借力”行政机关调取到关键证据，为案件裁判奠
定基础。最终，法院作出预防性判决，不仅守护了金雕的“家园”，而且通过与行政机关共商共建珍稀鸟类保护、乡村绿色发展之策，
为当地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支持，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贡献了司法力量。

协同治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治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
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是生
态文明建设体系的重要一环，是以司法
程序维护生态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济
铁中院在审理金雕栖息地保护一案中，
秉持预防性司法理念，坚持府院协同治
理，遵循“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
作出预防性公益诉讼判决，较好地平衡
了严密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关系，最大限
度地实现了生态效果以及政治效果、社
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首先，法院及时制发禁止令，守
牢生态保护红线。案涉房车营地的开
发建设违反了生态保护红线规定，济
铁中院依法向被告作出生态环境禁止
令，并协调行政主管部门督促被告拆
除房车营地等设施，体现了司法的高

效性与前瞻性，避免了金雕栖息地
环境的进一步破坏，为金雕的生存
和繁衍提供了有效保障。

其次，主动加强协同治理，形
成野生动物保护合力。生态环境保
护是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司法
机关和社会等共同参与。济铁中院
会同行政机关，通过多次联合现场
调查、反复磋商研讨，不仅补全了
案件关键证据，而且研究确定生态
保护红线、修复方案以及金雕栖息
地保护措施等，实现了对生态环境
和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协同共治。

最 后 ， 依 法 作 出 预 防 性 判 决 ，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通常的环境公
益 诉 讼 多 侧 重 于 事 后 赔 偿 和 修 复 ，
而本案的预防性判决则更加注重事
前预防和保护。济铁中院判令被告

不得在案涉地块进行开发性、生产
性建设等威胁金雕生存、繁衍或破
坏其栖息地的人为活动，充分体现
了 对 野 生 动 物 栖 息 地 的 严 格 保 护 ，
能够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和
价值观，也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
了可资借鉴的新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赋予了人民法院
环 境 资 源 审 判 工 作 重 要 的 使 命 任
务，应当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保
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
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充分发
挥环境公益诉讼职能作用，以最严
格 制 度 最 严 密 法 治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
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 化 提 供 更 加 有 力 的 司 法 服 务 和
保障。

2023 年 8 月 23 日，北京市昌平区多
元智能环境研究所向济铁中院提交了一
份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起诉状。诉状中写
道：“济南市长清区的梨枣峪地区地理条
件 优 越 ，金 雕 等 珍 稀 物 种 在 此 栖 息 筑
巢。某公司在区域内修建了房车营地，
造成的声光污染使金雕丧失了赖以生存
的‘家园’，法院应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危
害环境公益的行为。”

收到起诉状后，法院依法立案，将案
件分配到了环境资源审判庭审理。该庭

成立于 2022 年济铁中院集中管辖全省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之际，两年多来，审理
了涉及大气、水污染，放射性污染，耕地
资源、渔业资源保护，“三有”动物保护等
88 件公益诉讼案件，但审理涉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的案件，还是第一次。

环资庭选派了业务骨干潘娟担任主
审法官，并组建了七人合议庭，紧锣密鼓
地开始了案件审理。

“接手案件后，我也有些疑问，距离法
院不到30公里的地方，真的生活着金雕这

样珍贵的野生动物吗？”法官认真翻看着卷
宗，目光停留在原告提供的一份证据材料
上。材料中图文并茂地载明“梨枣峪位于
济南市长清区张夏街道，四面环山、悬崖矗
立……梨枣峪长期生活着一对金雕，但房
车营地开工建设后，它们却弃巢而去。”

合上卷宗，法官陷入了沉思，“如果
原告诉称属实，那么金雕‘家园’的保护
迫在眉睫。而认定金雕在梨枣峪的栖息
情况则是本案的关键所在。这些，都需
要通过庭审进一步查明……”

金 雕 的“ 家 园 ”是 否 存 在
“现在开庭！”2024 年 3 月 12 日 9 时，

第一次庭审在济铁中院第八法庭进行。
“我们向法庭提交了爱鸟人士在梨枣

峪拍摄的金雕照片、视频以及网络文章，
证明该地区确实有金雕栖息，被告的开发
建设行为不仅违反了生态保护红线，而且
破坏了金雕的‘家园’。”原告义正辞严道。

被告反驳道：“我们是合法经营。原
告提交的金雕照片、视频，无法证明拍摄
时间、地点，网络图文为自媒体报道，无公
信力，仅凭现有证据难以确定梨枣峪有金
雕长期生活繁衍。”

双方争执不下，案件一时陷入了困境。
休庭后，为查明金雕“家园”是否存

在，法官决定去梨枣峪“碰碰运气”。

3月的梨枣峪春寒料峭，办案团队沿
着蜿蜒的水泥路驱车而上，到达了山腰间
的房车营地。法官看到，营地上搭建着临
时帐篷、遮阳棚、灶台、半地下看护管理房
等构筑物，与周围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村民得知法官正在调查金雕的事情，
纷纷主动前来讲述起“大鸟”的故事。“我
小时候就看见过金雕……这几年，每年都
能看到金雕在山林间飞翔。”村民们描述
着他们的见闻。

“这一趟勘验，金雕栖息的事实又确信
了些许。但房车营地是否违反了生态保护
红线，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法官思忖着。

从现场回来后，法官向自然资源部门
发函，询问案涉区域是否属于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自然资源局出具的相关材料，确
认了这一事实。

4 月 17 日，法院依法作出了禁止令，
禁止被告在案涉租赁土地所在区域进行
开发性、生产性建设等对生态功能造成破
坏的人为活动。禁止令送达后，在当地街
道办事处的督促下，不出一个月，被告就
自行拆除了营地上的建筑设施。

生态保护红线守住了，但是金雕有无
在此栖息的争议仍没有突破性进展。

“实际上，通过现场勘验，结合证人证
言、图片、视频等证据材料，梨枣峪存在金
雕栖息繁衍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对本案而
言，最缺乏的就是权威机构或相关部门的
专业意见。”法官若有所思地说。

金雕保护的主管部门是园林局，案
件受理后，法院曾向他们发出过通知，府
院联动或许将成为本案的“最优解”。

7 月 18 日，法官拨通了济南市园林
局的电话，经过沟通得知，园林局对本市
范围内金雕的生存栖息情况也十分关
注，并曾在 2023 年启动了专项调查，经
过近一年的调查，刚刚形成了报告。放
下电话，法官难掩心中喜悦，决定亲自前
往市园林局调取证据。

7 月 22 日，带着调取证据函，法官
来到市园林局。市园林局工作人员热

情接待了他们，并提供了一份《济南市
金雕专项调查报告》，上面介绍道：“根
据野生动物监测工作相关要求，2023 年
9 月，我们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委托山东
师范大学鸟类专家组成的技术团队对
济南市的金雕情况进行了专项调查，调
查持续至 2024 年 6 月并通过了项目评
审验收。”

报告显示，长清区梨枣峪具有开阔
山地和峡谷生境，适合金雕生存和繁殖，
金雕种群相对稳定，有 1 个繁殖对，有亚
成体出现，表明近年有繁殖行为发生，梨

枣峪栖息地自然生境基本稳定，但需要
尽量减少人为活动的干扰。

7 月 23 日，该案第二次开庭。法庭
围绕调查报告进行了质证，4 名证人和
专家辅助人出庭作证。

经过庭审，法院最终采信了调查报
告，结合证人证言等，认定了金雕在梨枣
峪的分布和栖息情况，其种群相对稳定，
并存在繁殖现象。房车营地项目及其带
来的车流和人流、夜晚灯光污染等对金
雕有较大干扰，会破坏金雕的栖息地，影
响其生存、繁衍。

从 一 份 关 键 证 据 破 局

关键问题解决了，但对于案涉土地
能否自然恢复，双方却争议未平。法官
决定再次前往现场勘验，同时也向自然
资源部门发出了函询。

8 月 12 日，法官再次来到梨枣峪，这
次同行的还有自然资源局、园林局和村
委会的工作人员。大家看到，营地拆除
后的空地，残存的铺装页岩上已经长出

了片片小草。
8 月 27 日，市园林局作出了复函，

“在没有人为干扰的状态下，场址的自然
环境会随着时间推移得到天然恢复，基
本不会再对金雕的栖息造成影响”。法
官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最终，法院依法作出预防性公益诉
讼判决，判决被告某村民委员会、李某不

得在案涉租赁土地所在区域进行开发
性、生产性建设等威胁金雕生存、繁衍或
破坏其栖息地的人为活动。

案结不是终点。法院将继续书写金
雕保护的“后半篇文章”，推动建立科学
观鸟监测基地、共筑生态保护修复基地、
开展护鸟普法宣传等，努力实现生态保
护和绿色发展的双赢。

预 防 性 判 决 守 望 未 来

金雕作为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中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维
持生态系统平衡、指示生态系统健康方
面有着独特的贡献，具有不可估量的生
态、科研、社会资源等价值，对其保护存
在必要性、重要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的相关规定，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
息地是所有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法定义
务，违反该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就本案而言，梨枣峪是否为金雕栖
息 地 是 双 方 当 事 人 主 要 的 争 议 焦 点
之一。

本案中，原告为证实金雕在梨枣峪
生存、繁衍，提供了一系列的图片、视频、
网络文章。这些图片、视频系影像资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当事人以视
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
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的规定，原告
未能提供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该
证据不符合视听资料证据形式，且影
像资料本身未体现拍摄时间、地点，无
法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为解决这一难题，人民法院积极
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从有效
保护生物多样性出发，着力加强府院
联动，做实案件信息通报、联合现场调
查等工作，促进行政主管部门全过程
参与案件办理。为弥补公益组织举证
能力的不足，在济南市园林绿化等行
政主管部门的配合下，法院依职权调
取了《济南市金雕专项调查报告》。该
报告由负有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职责的

园林部门委托第三方出具，报告的编
制单位具有专业能力，经过了评审专
家组的评审验收，来源合法，形式完
备，可以作为认定金雕栖息地的证据，
从而为案件裁判打下坚实基础。

最终，法院在查清并确认梨枣峪
系金雕栖息地事实基础上，贯彻生态
环境保护风险预防原则，依法作出预
防性公益诉讼判决，为保护金雕栖息
地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向社会公
众传递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珍惜生物
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
明信号。本案审理期间及一审判决生
效后，法院主动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
的沟通协作，多方合力共护珍稀野生
动物家园，有效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
的协同共治。

图为济铁中院庭审现场图为济铁中院庭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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