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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榄树新芽初绽，秋茄树花穗低垂，白鹭掠过霞光染

红的海面……南海之滨的珠海淇澳红树林保护区，

在盎然春意中焕发着勃勃生机。日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检察院与江门市新会区检察院的公益诉讼检察官再次来到

这里，见证新种植的 250棵木榄树为这片湿地增添的绿色生

机。这片由司法智慧浇灌的绿意，正生动诉说着一个关于法

治守护生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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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野伤疤冶修复记

新闻NEWS

生态修复责任谁来担钥
跨域盗挖催生司法难题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

生态屏障，广东珠海淇澳—担杆

岛省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为数

不多的集森林、野生动植物、湿

地生态系统于一体的综合型自

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栖息着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猕猴种群，更保存

着海岛黄杨、罗汉松等珍贵天然

红树林群落。但近年来，受“海岛

盆景”收藏热影响，不法分子盯

上了这些被称为“海岸卫士”的

红树林群落。

2024年初春，一起野生树木
盗窃案引起了珠海市香洲区检

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的注意。戴

某等 7人在珠海担杆岛盗挖 206
株珍稀植物，运输途中被江门海

警截获。经鉴定，涉案植物包含

海岛黄杨、罗汉松等珍稀物种，

价值达到了盗窃罪起诉标准。案

件随后被移送江门市新会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

“生态受损地在珠海，案件

管辖权在江门，依据法律规定，

如果案子判了，犯罪分子缴纳的

罚金不会用于异地生态修复。”

香洲区检察院检察官佘鹏表示。

如何破解这一困局？佘鹏想

到了 2023年 3月由珠海市、中山
市、江门市三地检察机关会签的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区域协作的

意见》。“《意见》明确了三地检察

机关在案件管辖、线索移送和反

馈、调查取证、案件会商等方面

加强协作配合。这起案件中的难

题是否可以依托公益诉讼区域

协作机制加以解决？”佘鹏说，协

作机制虽已建立，但并没有先例

可循，还需要共同探索。

为充分履行好生态环境保

护公益诉讼检察职责，香洲区检

察院决定主动跨城联动，与新会

区检察院共同探索公益诉讼跨

区域异地赔偿方案。

生态损失的账怎么算钥
替代性修复另辟蹊径

能否对这起野生树木盗窃

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是首要问题。

“该案中戴某等 7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盗挖珍稀植物，数额

较大，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多数情况下，盗窃罪侵害的

法益主要是财产权，不直接涉及

公共利益，很少会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新会区检察院

检察官卢怡表示，但是该案的特

殊性在于被盗植物具有重要生

态功能，其损失已构成公共利益

损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

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刑事案件中若公共利益受

损，检察机关可以单独或附带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也

存在对盗窃公共设施或者文物

保护设施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的先例。”卢怡说。

随着探讨的逐步深入，香洲

区检察院和新会区检察院达成

共识，以属地修复为原则办理该

案。随后，办案检察官对戴某等 7
人充分释法说理，促使其深刻认

识到自身违法犯罪行为对生态

环境造成的损害。戴某等 7人均
自愿认罪认罚，并表示对造成的

生态环境破坏进行修复赔偿。

新的问题随之出现———被

损害的生态环境如何修复？生

态修复赔偿金又该如何计算？

检察官了解到，被盗挖的珍稀

植物已经失活，无法复种，且海

岛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海岛黄

杨、罗汉松等植物对生长条件

要求苛刻、成活率低，简单原样

复种效果有限。

经过深入研究，两地检察机

关提出替代性修复方案：在生态

功能相近的区域，种植更具适应

性的红树植物，实现“异地补植、

恢复生态、总体平衡”的修复效

果。依据该方案，广东珠海淇

澳—担杆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根据被盗挖植物的数量、品

种和受损的生态情况，制定了科

学的修复方案，评估出 8.2万余
元的修复费用。

2024年 6月，在两地检察机
关公益诉讼检察官和“益心为

公”志愿者的见证下，戴某等 7
人与广东珠海淇澳—担杆岛省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签订公益

诉讼赔偿协议，当场支付 8.2万
余元修复费用。2024年 10月，法
院以盗窃罪判处戴某等 7 人有
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一年二个

月不等，各并处罚金。同年 11
月，在香洲区检察院的监督下，

该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利用生态

修复费用种植了 250棵木榄树，
完成被损害生态环境的替代性

修复。

野后半篇文章冶怎么写钥
以个案推动系统治理

在今年世界地球日前夕，

珠海市、江门市检察机关组织

了一次“回头看”活动。活动现

场，检察官欣喜地看到补种的

红树生长良好，植被覆盖率显

著提升，生态功能逐步恢复。

“该案的生态修复效果超出了

预期，为办理跨区域破坏生态

环境案件的生态修复提供了可

复制的经验。”江门市检察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

保护海岛生态，不仅要惩治

犯罪、修复生态，更要加强源头

预防、综合保护。香洲区检察院

检察官以办理该案为契机，依托

珠海市检察院研发的“珠海检察

卫星遥感法律监督模型”，通过

现场走访、无人机航拍等方式，

发现广东珠海淇澳—担杆岛省

级自然保护区滩涂区域长期存

在非法捕捞活动，破坏了海岛和

红树林生态系统平衡，违反了海

洋环境保护法、湿地保护法等法

律法规。

2024年 4月，香洲区检察院
对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进行行

政公益诉讼立案，并组织磋商交

流。同年 5月，该院向有关部门
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强化协同

履职，推进保护区的综合治理。

收到检察建议后，有关部门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 4次，清理违法搭
建的蚝排、“滩边罟”5600 米，查
扣涉渔“三无”船舶 220艘，并建
立执法协作机制，加强科技巡查

力度，形成长效保护机制。

为进一步守护这片绿色瑰

宝，珠海市检察院、香洲区检察

院和广东珠海淇澳—担杆岛省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联合签订

《关于建立红树林和猕猴保护协

作机制的意见》，在珠海淇澳红

树林保护区和担杆岛猕猴保护

区分别设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站，打造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

生物多样性综合保护新格局。

如今，漫步在珠海淇澳红树

林保护区，新植的红树幼苗在海

风中摇曳生姿。这些绿色的生

命，不仅修复了海岛“伤疤”，更

勾勒出以检察之力守护美丽中

国的生动图景。

渊据叶检察日报曳冤

5月 17日至 18日，以“聚微
光 心向阳”为主题的首届“集善联

盟”公益市集活动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张江汇智国际商业中心举办。

本次活动成功构建了一个由“民

族地区-社会组织-爱心企业-义
工志愿者”组成的多元协作平台，

吸引了 15家爱心企业和社会组
织的积极参与，为推动慈善资源

精准对接帮扶需求、激发企业社会

责任担当探索了一条新路径。

活动现场，六大特色区域亮点

纷呈。爱心义卖区中，文创潮品尽

显个性创意，匠心手作饱含匠人

巧思，民族特产散发独特地域魅

力；公益服务区内，便民服务传递

温暖善意；民族融合打卡区、对口

交流展位区让市民沉浸式领略多

元民族文化风情；趣味游戏区则成

为亲子与朋友互动的欢乐天地。市

民只需免费领取专属市集活动护

照，即可穿梭于各个区域，开启一

场充满爱与温暖的公益之旅。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市集每

一笔交易都承载着特殊意义。市

民购买心仪商品消费金额的

10%，都将转化为支持云南对口
援建地区孩子追逐梦想的爱心

善款，让每一份消费都成为公益

力量的传递。除购物献爱心外，

市民还能体验绚丽多彩的民族

服饰，在趣味互动中感受民族文

化魅力，共享欢乐时光。同时，活

动积极凝聚志愿服务力量，着力

打造专业化志愿服务体系，全力

营造“全民慈善”浓厚氛围，助力

构建互助共融的和谐社会生态。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阵地，浦东新区汇聚各方智慧与

力量，探索构建具有示范引领效

应的“大城慈善”浦东样板。本次

公益市集创新采用“政社企”三

方联动协作机制，打造集资源整

合、跨界合作于一体的公益服务

平台，通过构建开放包容、多元

协同的现代慈善生态体系，以立

体化、精准化的救助体系守护困

难群体，在对口援建中推动产业

民生双提升，让每一份社会善意

都转化为温暖人心的切实行动。

展望未来，浦东新区将持续凝聚

社会各界磅礴力量，为云南对口

帮扶地区的振兴发展与浦东慈

善公益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

持久动能。 渊益文冤

“聚微光 心向阳”

2025年上海浦东新区野集善联盟冶首场公益市集活动举行

今年 2月袁珠海市香洲区检察院尧江门市新会区检察院检察官与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共同开展异地生态
修复情况野回头看冶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