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5 日是六五环境日，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的意见》统一部署，最高检

发布了一批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典型

案例，指导各级检察机关坚持

落实以可诉性引领精准性规

范性工作要求。

最高检介绍，2024年 1月
至 2025年 5月，在“高质效办
好每一个案件”理念指引下，

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

7.4万件（行政公益诉讼 6.1万
件、民事公益诉讼 1.3万件），
提起公益诉讼 6700 余件，约
占全部领域提起公益诉讼案

件的 57%，有力推动解决一批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充分彰显

了检察公益诉讼治理效能。

记者注意到，本批发布的

案例均为检察机关提起诉讼

的案件，包括贵州省仁怀市检

察院诉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行

政公益诉讼案等 10件，其中 6
件行政公益诉讼，4 件民事公
益诉讼，涉及水污染、固废危

废污染、土壤污染防治，以及

农用地、矿产、湿地生态、自然

保护区、海洋资源保护等。

最高检表示，此次发布

的案例聚焦服务国家区域重

大战略，强化跨区域生态环

境保护协作，突出“诉”的刚

性监督作用，以可诉性引领精

准性规范性。长三角地区经济

发达，但近年来跨区域非法倾

倒固废危废问题较频发，严重

威胁长三角生态环境安全。浙

江嘉兴检察机关针对长三角

跨区域倾倒危险废物违法行

为，依托办案协作机制，会同

生态环境部门在调查取证等

方面加强协作配合，通过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全链条、全

方位追究危废产生者、转移

者、处置者的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责任，形成区域协同发

展保护合力。

同时，本次发布的典型案

例还突出生态系统整体性保

护，推动生态环境长效治理。

陕西省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

分院针对旅行社非法组织穿

越秦岭核心保护区的行为，准

确适用诉前禁止令保全措施，

委托专家评估非法穿越行为

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依法追

究赔偿责任，对整治非法穿越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行为具有

示范意义。

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

负责人强调，检察机关将聚

焦生态保护重点工作，持续

加大办案力度，以服务保障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健全完善生态环境检察制度

体系、提升生态环境检察能

力为重点，更加有效发挥公

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更好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和美丽中国建设。

渊据澎湃新闻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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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院一年来办理生态公益诉讼超 7万件

记者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获

悉，北京深入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自 2018年以来通过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修复地下水和地表

水共 13.88万立方米，森林 9.92万
平方米，处置固体废物 69.89万吨。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重要组

成部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旨

在让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

承担赔偿责任，修复受损生态环

境，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

府买单”困局。

2018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改革在全国试行，北京市印发实施

《北京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工作实施方案》及八项配套制度。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与市人民

检察院建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和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加强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

衔接，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检
察”协作，围绕线索移送、磋商衔

接、诉讼衔接、生态环境修复衔接、

协作保障 5方面建立机制，涉及 22
项具体衔接举措。

根据衔接机制规定，生态环境

部门与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可

依职责移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件线索。2024年，检察机关向生态
环境部门移送案件线索 51 件，占
全市新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件的 15.5%。同时，检察机关和生态
环境部门共同对修复过程和效果

进行监督，确保及时有效修复受损

的生态环境。去年检察机关移送 51
起案件，生态环境部门会同检察机

关共同开展环境损害评估、共同与

赔偿义务人磋商、共同组织修复效

果评估等。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还探索实

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行政处罚”
联动工作模式，明确查处违法行

为，进行行政处罚的同时，对符合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件的同步启

动索赔，即“一案双查”。例如，去年

东城区查处了 4 起危险废物非法
处置案件，东城区生态环境局在行

政处罚的同时启动索赔，涉案企业

和个人以资金赔偿的方式主动承

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行政
处罚”联动，解决了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启动滞后、重复调查等不足及

短板，破解“先罚后赔”带来的追赔

难、周期长问题，推动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工作实现新突破。

结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实

际，各区也出台了更具针对性的制

度规范。去年，门头沟区建立生态环

境损害替代性修复机制，提高替代

性修复可操作性；怀柔区、延庆区针

对劳务代偿的替代修复方式专门出

台文件，解决了实践中劳务代偿适

用情形不具体、期限难量化等问题。

目前，北京顺义、房山、通州、

密云、门头沟、平谷、怀柔 7区已建
有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基地，通过替

代修复的方式实现生态环境及其

服务功能等量恢复。各成员单位在

案件办理过程中积极探索，采用安

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购买绿色低

碳出行碳普惠减排产品、安装生态

鸟巢、昆虫旅馆、劳务代偿等方式

持续丰富赔偿模式。

此外，2023年底，京津冀三地
生态环境部门建立了协同办理跨

区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工

作机制，对造成跨区域生态环境损

害并由生态环境部门承办的案件

推进协同办理。

接下来，北京市将持续深化改

革探索，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

作进一步实现法治化、规范化、科学

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

益，助力美丽北京建设。

渊据人民网冤

北京通过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冶
修复森林近 10万平方米

新闻 NEWS

6月 3日，昆山市慈善总
会打印出一张 30 万元的网上
银行电子回单。这背后，是一

位特殊的老人多年不变的爱

与牵挂。

6月 1日是“六一”儿童
节，中国工程院院士、“八一勋

章”获得者钱七虎通过银行转

账的形式，再向昆山市慈善总

会捐赠，为瑾晖慈善基金定向

注入 30 万元。这也是今年以
来，钱七虎院士面向昆山的

“第四捐”。

这一善举不仅延续了钱

七虎多年来投身慈善事业的

热忱，更彰显了他情系桑梓、

心系社会、无私奉献的大爱情

怀。截至目前，钱七虎共捐赠

2353.97 万元，其中，瑾晖慈善
基金累计注入善款 1553.97 万
元，累计支出 525.97 万元，惠
及 1836人次。

钱七虎的慈善之路始于

20世纪 90年代。彼时，他虽收
入有限，仍坚持从工资和津贴

中拨款资助贫困学生和孤寡

老人。2013年，应钱七虎的心
愿，瑾晖慈善基金作为昆山首

个以个人名义设立的冠名基

金正式成立。2019年，钱七虎
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800万
元奖金全额捐入瑾晖慈善基

金，使之成为苏州地区规模最

大的个人冠名基金。

“我的一切成就源于国家

和人民的培养，回报社会是毕

生使命。”钱七虎的朴素之言，

道出了他将科研奖金、工资津

贴、个人积蓄投入慈善的初心。

作为我国防护工程领域

的奠基人，钱七虎创建了现代

防护工程学科体系，攻克核爆

防护、深地下工程等关键技

术，为国家战略安全筑就“地

下钢铁长城”。同时，他还参与

了白鹤滩水电站、港珠澳大桥

等国家重大工程，提出城市地

下空间开发规划，推动科研成

果服务国计民生。

钱七虎的持续捐赠不仅

为地方慈善注入活力，更带动

了“日捐”“月捐”等创新募捐

模式的普及。在他的影响带动

下，23家企业和数百名个人追
随其脚步加入捐赠，形成“慈

善接力”效应。就在今年 4月，
钱七虎和夫人再次来到昆山，

与昆山市地下空间技术研究

院一起，向昆山市慈善总会瑾

晖慈善基金捐赠 100万元。
“慈善工作很有意义，大

有作为，也永远在路上。‘我爱

人人，人人爱我’，这样的一个

社会非常有力地向世界展示

了，我们新中国是怎么样的一

个伟大的国家。”在 2025瑾晖
慈善基金捐赠仪式暨瑾晖“园

丁奖”“天使奖”颁奖仪式上，

钱七虎动情地说。2025年，钱
七虎被评为“长三角慈善之

星”和“江苏慈善之星”，成为

新时代精神文明的标杆，为国

人铸就一座“精神长城”。

渊据光明网冤

钱七虎院士累计捐赠超 2350万元

四川省犍为县检察院检察官就此前办理的桫椤树遭砍伐损毁一案开展

野回头看冶袁持续跟进监督桫椤树保护情况袁为其筑牢司法保护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