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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齐银凤
赵赛）6月5日，省二中院前往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毛感乡，公开开庭审理一起
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件。省二中院
院长马雪涛担任审判长，省检二分院检
察长盖曼出庭履职。

法院查明，自2021年起，被告人陈
某与丈夫盘某（已殁）为种植槟榔、香蕉
等经济作物，在毛感乡某村一处山坡上

开荒土地，该区域属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毛瑞分局所辖公益林管区。
其间，两人砍伐了该地原本自然生长的
14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桫椤及部
分天然林木。被告人陈某违反国家规
定，非法采伐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桫
椤14株，情节严重，已构成犯罪。根据
陈某犯罪情节及认罪认罚的悔罪表现，
法庭依法对其进行当庭宣判：被告人陈

某犯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
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5000
元。

“法官，我知道错了，现在就缴罚
金，我愿意积极配合生态修复。”陈某悔
恨不已。宣判后，马雪涛用浅显易懂的
语言针对判决的事实理由、量刑情节、
法律适用等问题逐一进行释明，并告诫
其要对法律心存敬畏，珍惜机会、积极

悔过，从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变为保护
者。马雪涛秉承能动司法理念，向被告
人及旁听人员以案释法，进行了生动的
法治教育。

宣判活动结束后，省二中院联合省
检二分院在毛感乡政府，向当地群众讲
解环保法律知识、发放生态保护宣传册，
引导他们保护好森林资源、保护好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内的一草一木。

省二中院法官到保亭巡回审理一起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释明法律引导群众保护森林资源

本报讯（记者肖瀚）6月5日是世界
环境日，海口海事法院发布一宗9名被
告人非法收购、猎捕、杀害绿海龟的典
型案件。据了解，该案是海口海事法院
海事审判“三合一”改革以来受理的首
宗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案件，
也是该院自2022年常态化办理海事刑
事案件以来，涉及被告人人数最多的案
件。

2023年 12月 5日，麦某驾驶渔船
带领黎某等10多名船员出海捕捞。麦
某在出发前及作业期间多次告知黎某
等人，其将以30元/斤的价格对猎捕的
海龟进行收购。2023年 12月 11日至
12日，船上人员分组驾驶小艇作业，共
猎捕、杀害6只绿海龟，其中两组人分

别捕获、杀害海龟3只、2只，另一组捕
获的1只海龟在发现海警船后被丢回
大海。黎某等人将分解成块的5只绿
海龟残肢片及部分内脏用编织袋装好
后，存放于渔船机舱内。

经鉴定，上述残片残肢至少属于5
只海龟，种属为绿海龟，被列为《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物种
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送检肢体及
残片价值为32.55万元，5只绿海龟整
体每只价值10.5万元，共计52.5万元。
被丢回大海的1只海龟价值10.5万元，
6只绿海龟价值共计63万元。

海口海事法院认为，被告人麦某等
9人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非法收购、

猎捕、杀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绿海龟，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应依法惩处。被告人麦某系此次
捕捞行为的组织者，对非法猎捕、杀害、
收购绿海龟的行为均应承担刑事责
任。三组船员之间事前没有通谋，利益
并不共享，在各组直接实施猎捕、杀害
海龟的范围内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
麦某非法猎捕、杀害、收购6只绿海龟
价值63万元，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应当在有期徒刑5年以上10年以下量
刑，并处罚金。综合考虑各被告人的犯
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以及对社
会的危害程度，对9名被告人以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到1年不等，并处罚金。

海口海事法院宣判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案

9名船员捕杀绿海龟获刑
未获采伐证
私挖芒果树
乐东一男子犯滥伐林

木罪获刑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罗

凤灵 郝良存）乐东黎族自治县男子
陈某为了种植短期经济作物，在未
获得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私挖林
地1.11万余株芒果树而触犯法律。
省二中院以滥伐林木罪，一审判处
陈某有期徒刑 2年，缓刑 2年 3个
月，并处罚金5000元。

2022年 7月，陈某经北京某传
媒公司代理人罗某的同意，在该公
司承包的芒果林地内种植短期经济
作物。陈某明知该林地申请的林木
采伐许可证暂未批准，仍雇请他人
使用挖掘机挖掉林地内的芒果树。
经鉴定，滥伐林木林地总面积185.6
亩，森林类别为商品林，林地保护等
级为IV级，滥伐芒果树共计1.11万
余株。2022年 10月 19日，陈某到
公安机关投案。2023年4月26日，
陈某在值班律师的见证下自愿签署
《认罪认罚具结书》，在审理过程中
预缴了罚金5000元。

省二中院经审理认为，陈某违
反森林法规定，在未经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的情况下砍伐林木，毁坏芒果树达
1.11万余株，数量巨大，已构成滥伐
林木罪，应予依法惩处。鉴于陈某
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系自首，且认罪认罚，预缴了
罚金，依法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
其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
不良影响，可以宣告缓刑，遂作出上
述判决。

五指山市法院开展环
保主题普法活动

普及环境保护
法律知识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
王烁）6月5日上午，五指山市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庭到三月三广场开
展环保主题普法活动，引导全社会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取得了良好的宣传
效果。

在三月三广场，五指山法院干
警摆放咨询台、悬挂条幅、摆上宣传
资料，向现场的群众普及环境保护
法律知识，解读生态环保法规政策
和破坏环境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并就群众关心的各类法律问题进行
解答。现场发放了环境保护法、保
护生物多样性及禁塑等环保宣传资
料和普法宣传环保袋。

本报讯（陈瑜）近日，在海口市美
兰区人民法院的鼎力协助下，文昌市
人民法院顺利将一名被执行人拘传到
法院，致使案件得以快速执结。

据了解，2021 年 7 月至 2021 年
11月期间，王某向李某某供应出栏鸭
子。2022年 1月初，双方签订《抵押
还款协议》，约定双方建立买卖合同
关系，李某某以分期的方式向王某支
付购鸭款，并用自己的车作抵押担
保，承诺于2022年3月底将鸭款支付
完毕。

该协议签订后，李某某如约分期
向王某支付购鸭款。但令王某意想不
到的是李某某在支付大部分购鸭款
后，未将余下款项支付完毕。更想不
到的是，李某某用来抵押的车辆竟是
从租赁公司租来的。王某无奈将李某
某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
王某胜诉，但李某某依然未将余款及
相关费用支付给王某。

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后，李某
某对执行法官避而不见。近日，王某

向执行法官提供线索：李某某将到海
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出庭一起民事纠
纷案件。文昌法院提前和美兰法院取
得联系，希望给予协助配合。同时，文
昌法院执行“110”法警果断出击，迅速
驾车从文昌赶赴海口。虽然文昌法院
法警早早抵达美兰法院，可李某某却
迟迟不到美兰法院出庭。就在法警打
算开车离开时，发现了姗姗来迟的李
某某。在美兰法院协助下，文昌法院
法警顺利将李某某拘传回文昌。

“我死都不会给钱，申请人每次喝
醉酒就到我家里闹。”在回来文昌的路
上，李某某不断向文昌法院执行干警
诉苦，执行干警随即对其进行释法明
理。在权衡其中的利弊后，李某某联
系家人给其筹钱。

最终经执行干警调解，王某承诺
不收取剩余购鸭款的利息，李某某家
属随即将未履行的4万元款项全部支
付给王某。双方当事人都对执行结果
表示满意，纷纷对法院执行干警表示
感谢。至此，该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海口文昌两地法院合力拘传一名被执行人到案

执结4万元促案结事了

海口琼山法院联合农业部门对一起公益诉讼案进行判后监督回访

让补植真正实现复绿
■本报记者 连蒙

“我当时法律意识太淡薄，很后
悔。”6月5日11时许，在海口市永兴镇
美东村委会昌道村一绿地，被告吴某科
对法官表达悔意。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海口
市琼山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和海
口市秀英区农业农村局组成监督回访
组，对一起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的补植复绿、生态修复执行情
况进行回访评估。该案也是我省法院首
例具有专门知识人民陪审员参审的环境
资源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5人非法采砂毁坏防护林

2021年10月初至10月12日，吴某
科、邝某花、邝某部、梁某山、邝某翁5人
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海口
市秀英区金沙湾海防林处非法采挖砂
土。

经查，吴某科、邝某花、邝某部共盗
采砂土7次，盗采砂土总量为1040余立
方米，所得赃款除去各种费用，吴某科、
邝某花各分得4万元，邝某部分得1万
多元。梁某山受雇佣开铲车采挖砂土
获得收入3500元；邝某翁受雇佣运输砂
土获得收入5000元。

“当时鬼迷心窍，为了采砂卖钱把
树全部砍掉。”吴某科介绍，直到被抓、
上法庭才知道自己闯了祸。

海口市秀英区农业农村局（林业
局）工作人员黄良榜介绍，吴某科等人
实施的非法采砂行为既破坏了地质环
境，又对现场的海防林造成了损害。经
鉴定，被毁林木森林类别为Ⅱ级生态公

益林，林种为沿海防护林，树种是木麻
黄。经折算，吴某科等3人非法采矿共
毁坏林木14株。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以吴某
科、邝某花、邝某部涉嫌非法采矿罪对3
人提起公诉，同时对吴某科、邝某花、邝
某部、梁某山、邝某翁5人提起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

法院认为，被告人邝某部、吴某科、
邝某花违反矿产资源法规定，在未取得
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采矿，其行为
已构成非法采矿罪，考虑到3名被告人
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归案
后表示认罪认罚，依法判处邝某部有期
徒刑9个月，判处吴某科有期徒刑9个
月，缓刑1年，判处邝某花有期徒刑9个
月，缓刑1年，并对3被告人分别判处罚
金3万元。

针对本案中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
分，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与吴某
科、邝某花、邝某部、梁某山、邝某翁在
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由5人对
非法采矿破坏的林地及森林资源生态
环境进行修复，并支付生态环境服务功
能损失费用3425.47元。

法院经公告后出具民事调解书，目
前，5人已支付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
费。

异地补种树苗修复生态

6月5日当天，监督回访组对该案中
补植复绿、生态修复情况进行监督和回
访。

6月5日9时许，法官一行来到位于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美东村委会昌道
村一林地处，2名被告正在给树苗浇水。

黄良榜介绍说，被告毁坏的树木为
木麻黄，常被称作“海疆卫士”，是沿海
防护林的先锋树种。被毁坏的那批木
麻黄生长在海砂自然沉积的区域，土质
较硬。判决后被告已支付生态环境服
务功能损失费，用新的海砂对被毁区域
进行填补，但土质较为柔软，短时间内
无法继续种活木麻黄，即使种上也有极
大可能被海水卷走。因此需要被告异
地补种。

“这地块原来是一块荒地，在林业
站护林员以及环境违法者植树后，荒地
穿上了绿色的新衣，看起来生机盎然。”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林业站站长吴坤
师说。

随后，在法院的全程监督下，工作
人员对幼苗成活率以及成长情况繁茂
程度进行验收。

“你们当时毁坏了14株，补种的树

种为印度紫檀，修复林木株树是损坏株

树的4倍。经验收，存活的株树不少于

48棵，达到了标准，后续树木的生长情

况我们还会继续回访。”初期验收完毕

后，黄良榜告知2名被告。

吴某科感慨：“这次教训是惨痛的，

再也不会伤害这些树了。”

经回访，目前吴某科等人已足额支

付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后续的补
植复绿修复种植工作已经初步完成。
下一步，琼山法院也将继续加强府院联
动服务环境治理，落实生态修复执行回
访机制。

6 月 5 日，海口琼山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法官对被告补植复绿情况进行回访。记者潘德刚 摄

（上接1版）
经过一个小时的庭审，白沙法院

当场作出一审判决，依法以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判处苏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

“此次通过‘巡回审判+现场普法’
的方式，把法庭开到小渔村，就是为了
近距离帮助渔民提高生态保护意识，
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普法效
果。”该案主审法官胡欠欠说。

庭审结束后，现场旁听的渔民纷
纷表示：“法院把法庭开到村里，给我
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态保护法治‘公
开课’。我们今后一定要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

今年起，省高院调整全省法院环
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范围，由白沙法
院集中管辖东方、白沙、昌江、乐东四
个市县应当由基层法院管辖的环资案
件。

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是生态文明建
设体系的重要一环。建立环境资源专
门审判机构，则是适应环境资源审判
复合性、专业性特点的必然要求。

这条探索之路，始自2016年，省高
院开展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改革试点，试
行将环境资源案件全流域、跨区域集中
提级管辖。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和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不断
推进，提级集中管辖模式存在的基层
布局少、就近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力
量不足、案件审理效率无法进一步提
高等问题不断显现。省高院进行本次
环资审判布局调整，建立跨市县集中
但不提级的管辖模式。

本次调整环资审判集中管辖模式，
是为了深化改革创新，有针对性解决原
来环资审判提级管辖模式下出现的制度
性问题。

“由白沙法院集中管辖4个市县
应当由基层法院管辖的环资案件，
是为了适应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发展需要，强化
对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
省高院环资庭负责人介绍，白沙位
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西部重要
区域，地理位置优越，由白沙法院集
中管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西部
地区的环资案件，便于立案、审判、
执行、修复、法治宣传等工作的开
展，也便于抵近提供国家公园建设、
生态文明保护、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乡村生态振兴等方面的司法服务。

尽责
探索生态“恢复”新路径

“我已经认识到森林资源的重要
性，对自己毁坏林木的行为感到很后
悔。通过刚刚法官的释明和教育，我愿
意花钱购买碳汇来补偿森林资源生态
功能的损失。”一名被公诉机关指控犯

滥伐林木罪的被告人在法庭上说道。

2023年6月19日下午，省二中院

审理一起发生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辖区内的环境资
源案件。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主动
引入“碳汇”修复模式，引导告人自愿
出资1000元认购10吨碳汇，用于修
复其破坏的生态环境。

这是我省首例修复生态后自愿认
购碳汇用以弥补森林资源功能性损失
的案例。

这是我省法院发挥审判职能保护
生态环境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省
法院秉持恢复性生态司法理念，探索
实行补植复绿、增殖放流、碳汇认购、
劳务代偿等多种方式，推动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的有
机统一。

2023年6月，省一中院在案发地
琼海公开开庭审理琼海某建兴公司生
态破坏公益诉讼案，创新案发地“巡回

审判+增殖放流”模式。联合其他单位
在文昌市翁田镇湖心港地区开展了巡
回审判及增殖放流活动，共放流鱼苗
67.12万尾；

2023年9月，海口海事法院在周
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执行一案
中，充分考虑其在水产养殖方面专业
技术能力，同意其以在大专院校实践
教学授课和现金赔偿相结合的方式履
行生态修复责任，开创了省内技术性
劳务代偿的先河；

今年3月，省二中院发布我省法院
首批“护鸟令”，积极引导害鸟者转变
为护鸟人，在判决生效后，组织宣告适
用缓刑的当事人开展巡林护鸟公益活
动；

……
据统计，2018年以来，我省法院共

依法判令生态环境破坏者承担修复费
用 3400 万余元，补植树木 17.3 万余
株，增殖放流 430万余尾，土地修复
470余亩，引导当事人自愿认购碳汇
2800余吨。

“我们通过创新执行方式，让违法
人员担负该担之责，并能在其中认真
反思，让更多人以此为鉴，自觉成为绿
水青山的守护者。”省高院环资庭负责
人介绍，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他们充分
发挥能动司法作用，在严厉打击破坏
生态环境犯罪行为的同时，十分注重
案件的惩罚教育和示范引导功能，努
力实现政治效果、法治效果、社会效果
和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

与此同时，在做出裁判后，我省法
院积极联动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林业
部门、水务部门和科研院所等，全程跟
踪督促被告人全面充分地履行判决确
定的生态修复义务，形成“破坏一判罚
一修复一监督”完整闭环，确保环境修
复取得实效。

联动
形成生态“共治”新格局

2023年6月20日，海口海事法院
在琼海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下，
在琼海市潭门港设立海洋生态修复和
教育基地。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不能仅凭一家
之力、一地之谋，而应注重协同联动，
创新司法协作，从而形成生态司法保
护“共治”新格局。

海口中院在陈某华等40人污染
环境罪执行案件中，邀请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就涉案废
旧电池处置问题进行研究，最终促成
涉案废旧电池得到妥善处置，有效防
止二次污染的发生；

海口琼山法院与环境保护部门共
同探索建立生态修复执行制度、监督
制度，使补植复绿、复垦土地、增殖放
流鱼虾苗等执行方式及执行流程合法
化、规范化，积极推动构建环境资源司
法保护共建共治机制；

白沙法院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霸王岭林业局、省公安厅海岸警察
总队第六支队海尾海岸中心派出所、
昌江海尾镇政府召开座谈会，探讨海
洋生态修复等问题。

……
每一件典型案例，每一项司法举

措，既是我省法院守护绿水青山决心
的真实体现，也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生动实践。

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绿水青
山需要司法护航。

“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环境资源
司法职能，不断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持续强化精准服务，统筹发挥刑
事、民事和行政司法职能，突出环境资
源审判制度集成创新，全力打造环境
资源审判的‘海南样板’。”省高院相关
负责人表示。

为“生态颜值”增添司法底色

琼中多部门联合普法

向群众宣传
环境保护重要性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

李良琴）6月5日，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司法局联合县生态环境局、县
妇联等单位在县街心公园开展以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主题的
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
众发放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
等宣传资料，热情解答群众咨询，向
群众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
环境污染的防护措施以及节约用
水、垃圾分类、低碳生活等日常行为
规范。

同时，工作人员结合群众法治
需求，现场还向群众宣传了法律援
助法、禁毒法等法律法规，并发放宣
传折页和宣传折叠袋、宣传围裙、宣
传扇等礼品，吸引不少群众前来领
取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