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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风］

成都环境资源法庭成都环境资源法庭：：用心守护用心守护““一江清水一江清水””
本报记者 姜郑勇 本报通讯员 杨宇恒

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要聚焦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秦岭
生态保护等重大部署，严惩污染环境、毁林挖山等违法犯罪。

作为“千河之省”，四川省境内 96.6%的水系汇于长江，是长江水资源的第一道闸，也是中下游生态屏障的第
一道岗。为进一步提升长江上游司法保护整体合力，2024 年 4 月 18 日，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内设的成都环境
资源法庭，在四川天府中央法务区揭牌成立，对省内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及公益诉讼案件实施集中管辖，
开启了四川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统一布局、系统保护的崭新篇章。

一年来，成都环境资源法庭聚焦“专业”“融合”“创新”，扎实推进“全地域”“全方位”“全过程”司法保护，为
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刻绘出“四川方案”。

专业审判专业审判，，赋能生态治理赋能生态治理

恢复性司法恢复性司法，，助推绿色发展助推绿色发展

跨域协作跨域协作，，汇聚共治合力汇聚共治合力“人类是命运共同体，需要大家共享
经验、共迎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
最高人民法院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欧
洲环保协会共同举办的“环境法治与绿
色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成都环境资源法
庭发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倡议。而
共建共治，也落在了成都环境资源法庭
日常的每一个案件办理和每一次机制创
新之中。

“整个庭审的准备和过程都十分顺
利，事务保障充分，案件办理效率提升很
多。”2024年 10月 22日，成都环境资源法
庭在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了陈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上诉
一案。庭审结束后，法官助理李玲说道。

这样的高效，得益于此前成铁中院
和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的集中管辖
环境资源案件审判协作事务集中管理工
作机制。该机制明确了集中管辖后的审
判协作事务范围及工作要求等，让审判
协作事务得以集约化、制度化推进。

“此次庭审也正是事务集中管理法

院首次跨区域保障案件开庭，在材料送
达、法庭安排、警务需求、技术支持及代
表邀请等方面提供了跨区域集中保障，
极大提高案件办理效率，对四川法院在
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落实环
境资源集中管辖工作意义重大。”合议庭
成员、法官何媛表示。

不止于此，为构建更为完备的环境
司法协作体系，成都环境资源法庭积极
拓展“朋友圈”，推动跨区域、跨领域合
作，取得丰硕成果。2024 年 6 月 5 日，成
都环境资源法庭联合四川省环境政策研
究与规划院，在天府永兴实验室设立“气
候变化司法应对研究中心”。研究中心
锚定“双碳”目标，致力于推动司法在应
对气候变化中的创新和发展，谋划开展
气候变化应对领域的政策法律研究和实
践探索，不断提升司法在环境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中的影响力。

伴随着生态司法保护理念的多元输

出，共建共治的版图还在不断扩大。
“从艺术的角度去表达生态司法的

理念，竟然如此的美轮美奂！”
“环境资源保护的普法形式就是应

该如此多样！”
第一届全国环境资源法庭联席会暨

环境资源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研讨会会
场外，由成都环境资源法庭、四川音乐学
院成都美术学院共同打造的“墨·绿”环
境资源保护插画展，引起了与会人员的
关注和热烈讨论。

现场展出的 35 幅艺术插画，全部由
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的学生创
作。“法官通过《商业插画》课程，将生态
司法保护的相关知识传递给学生，我们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对学生进行启发，引
导学生在艺术创作中将法律条文转化为
具有视觉冲击的美学形式，既实现了课
程创新，也传播了法律知识。”负责该插
画课程的教师朱亚东表示。

“在环境资源普法工作中，我们一
直尝试改变单向输出形式，在互动普法
的基础上再升级，这样跨领域的合作让
生态司法理念以多种形式在各个群体
实现‘再输出’，形成人人都是‘普法者’
的良好氛围，真正让环境保护成为全社
会的自觉。”成都环境资源法庭副庭长
袁野表示。

这次插画展是“成都环境资源法庭
普法进高校”系列活动的成果展示，也是
该法庭普法活动的一个缩影。为传播生
态保护理念、集聚更多社会力量，成都环
境资源法庭自成立以来，精心策划了 21
场特色普法活动，参与人数超过 3万。

秉持“互知互信、合智合力、共创共
荣”理念，成都环境资源法庭不断创新思
路、凝聚共识，逐步构建起部门协同、跨
区域司法协作和社会力量参与的环境资
源保护工作新格局。

新征程上，成都环境资源法庭将破
浪前行、乘势而上，守护巴蜀大地的绿意
盎然、万物繁茂，奋力书写人与自然共兴
共荣的大美诗篇。

嘉陵江从秦岭倾泻而下，贯穿四
川省广元市全境，构成绝妙风光的同
时，也为这里带来了丰富的矿产资源。

2020 年，被告某商贸公司通过公
开竞拍方式获得嘉陵江剑阁县境内部
分河段的砂石开采权，却为获取非法
利益，在禁采期间非法采砂。一审法
院判决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5400 余
万元，但被告认为一审判决的赔偿金
额过高，遂上诉至成都环境资源法庭。

为进一步核定犯罪行为所造成的
生 态 损 失 ， 法 官 多 次 前 往 事 发 地 了
解 情 况 ， 走 访 水 利 部 门 ， 请 教 环 境
资 源 专 家 ， 反 复 研 读 环 境 损 害 评 估
报 告 ……经过严谨的论证后，法庭认
定，被告的非法采砂行为造成河道含
砂层被大量挖空甚至挖失，打破了河
流的自然生态过程和动态平衡，对水
生生态系统造成了明确的损害。一审
判定的 5400 余万元赔偿金，并非对非
法采出矿产品销售金额的计算，而是
对底栖生物生态损失费、生态环境损
失量化 （恢复生态系统费用） 等的综

合计算。
“从对整个水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这个角度来综合考量，这个赔偿金额
是合理的。二审判决没有改变赔偿金
额，但在文书说理部分中，对该金额
的构成进行重新区分和说明。在进行
详细的释明后，上诉人也清楚地认识
到这个问题。”成都环境资源法庭庭长
周冀表示，“在矿产资源犯罪这类案件
的办理中，过去更注重非法采出的矿
产品的资源价值，而忽视了附带造成
的对其他生态环境的破坏。法官需要
首先认识到这一点，再通过案件审理
和文书制作，将这样的生态损害赔偿
理念传递出去，形成全社会的共识。”

从事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十余年，周
冀认为：“环境资源案件的专业化审理，
要求法官既要懂法律又要懂技术，这是
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每前进一小步，都
是胜利。”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好的生态
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
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是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的力量之源，更是建成美丽四川目
标的前进之路。

2024 年 8 月 28 日 ，成 都 环 境 资 源
法庭来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渭
门 镇 ，巡 回 审 理 一 起 环 境 民 事 公 益 诉
讼案。

“是我自己的一时侥幸造成这么大
的损失，还浪费了公共资源，我愿意为
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该案被告鲁某
十分悔恨，当庭认罚，并愿意积极履行
修复责任。

鲁某是渭门镇细口村村民，在森林
防 火 期 内 违 规 野 外 用 火 ，不 慎 引 发 火
灾。由于事发时风速较大，火势迅速蔓
延，为尽快灭火，林草部门还出动了直
升机参与灭火。经评估，鲁某的行为造

成森林过火面积 13.7 亩，花费扑救费用
47 万余元。法庭审理认为，鲁某的行为
系引发此次火灾的直接原因，除需修复
被毁坏林地生态功能外，还应承担直升
机参与救火所产生的费用。

这是四川法院首起支持森林救火
第三方救援费用的公益诉讼。按照损
害担责、全面赔偿的原则，法庭判决被
告承担救火费用。“当地防火办反馈审
理效果非常好，对于警示和教育广大群
众切勿违规野外用火、保护森林资源具
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参与该案审理的
人民陪审员廖跃军说。

“我们首次在判决中作出这样的考
量，在提高违法成本的同时，增强法律
威慑。采取巡回审理的方式，也是希望
以此强化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解，
和对环境权益的自觉维护，使法律法规
从刚性约束的‘文本法’转化为自觉遵
守的‘内心法’。”该案审判长陈洲说。
自成立以来，成都环境资源法庭共受理
各类环境资源案件 319 件，其中 90%均
采用了巡回审理的方式。

良好的水环境在四川这片广袤的土
地上供养着万物生灵。作为全球 36 个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四川被称为

“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而在涉野生动物
犯罪案件中，涉案野生动物的后续处
置，是法官面临的一大难题。

“根据实施项目组提交的 《野生猕
猴生态回归与综合处置报告》 和现场评
估结果看，案涉的 32 只野生猕猴已经
适应了野外环境，具有了稳定的栖息
地，顺利融入了原生自然环境。”2024
年 8 月，成都环境资源法庭副庭长徐晓
双同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四川省人民
检察院成都铁路运输分院相关人员前往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野放繁
育研究中心，共同验收野生猕猴野化放
归执行效果。

这是由徐晓双办理的一起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当时，徐晓双对野化放归这些野

生猕猴的可行性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
论证，并最终将“野化放归”这一创新
恢复性司法执行方式写入了判决书。

后续的执行过程十分顺利，32 只
猕猴经过“食物转化-种群重建-行为
训练”的野化训练后，恢复了野外生存
能力，形成两个稳定群体，经评估达标
后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放归。专家通过
野生猕猴佩戴的 GPS 项圈，持续监测
其放归后的生存状况。在确定野生猕猴
已形成较为稳定的活动家域和栖息地选
择后，项目组启动了项圈的远程脱落程
序，不再进行人工干预，32 只野生猕
猴彻底回归自然。

“涉案野生动物的处置，关系到整
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以及生态系
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的提升。一

句‘由扣押机关处置’的判决，很难让
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得到真正的修复。”
徐晓双说。作为全国首例引入“野化放
归”生态修复手段的执行案件，该案成
功入选“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提名
案件”。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是生
态司法追求的目标。这起执行案件的
成功办理，破解了生态环境修复案件
中的实施和监督难题，也为现代环境
治理司法保障体系提供了可复制、能
操作的实践样本和“基于自然”的生
态解决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替代修复的制度规
则 ， 提 高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资 金 使 用 效
能，同时明确类似案件的修复标准和
方式，确保生态修复实效，成都环境

资源法庭总结“猕猴野化放归案”的
办案经验，主动延伸职能，与成都市
动物园等 8 家单位签署 《恢复性司法执
行替代修复基地共建协议》，共同设立

“恢复性司法执行替代修复基地”“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司法保护实践基地”，
通过机制共建、信息共享等方式，确
保恢复性司法的全方位、全地域、全
过程实施，专业化、科学化验收，开
拓更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替代生态修
复的新路径，力争让更多的涉案野生
动物能够回归自然，让受损的生态环
境真正得到修复。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二级巡视员童
伟表示：“基地的成立对于追究违法责
任、系统修复生态、拓宽投入渠道、普
法宣传教育，具有重要的司法实践意义
和环境治理现实价值。希望各共建单位
做好生态环境的‘修复师’，携手擦亮
四川生态文明建设‘绿色招牌’。”

图图①①：：成都环境资源法庭与成都市动物园等成都环境资源法庭与成都市动物园等 88 家单位共家单位共
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司法保护实践基地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司法保护实践基地。。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成都环境资源法庭干警在武侯祠成都大庙会设立成都环境资源法庭干警在武侯祠成都大庙会设立
““法治集市法治集市””，，开展法治宣传开展法治宣传。。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③③：：成都环境资源法庭联合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成都环境资源法庭联合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
法庭举行法庭举行““环资普法进校园环资普法进校园””活动活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④④：：成都环境资源法庭开展古树名木守护专项活动成都环境资源法庭开展古树名木守护专项活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⑤⑤：：成都环境资源法庭在茂县巡回审理一起环境民事成都环境资源法庭在茂县巡回审理一起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公益诉讼案。。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⑥⑥：：图为四川海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图为四川海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姜郑勇姜郑勇 摄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⑥⑥

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