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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自贸港法治建设同行 |

宪法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时间越久远，事业越发展，我们就越
加感受到宪法的力量。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
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
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习近平2018 年1月19 日在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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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肖瀚 通讯员杨帆）6月
3日，省检察院、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举办

“携手关爱，共护未来”主题开放日活动，
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
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和琼海市嘉积镇第
一小学师生家长代表等50余人走进琼海
市检察院，通过实地参观、座谈交流等形
式，展示海南检察机关与社会工作部门在
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中的协同成效，促进全
社会共同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省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毅出席活动。

活动中，受邀人员参观了琼海市检察

院与省社会工作联合会共建的未成年人
救助帮扶基地和琼海市检察院法治教育
基地、家庭教育指导课堂、一站式办案区
等场所，听检察官讲述未成年人检察案例
故事和法治课宣讲，听取了全省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未成年人救助帮扶基地建设、
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等情
况介绍和琼海市检察院工作介绍，与省检
察院、省委社会工作部、琼海市检察院领
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对
近年海南检察机关和社会工作部门的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对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
会保护工作，推动和做实“六大保护”协同
发力等，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建议。张毅向
学生代表赠送了法律书籍，并结合检察职
能，就下一步抓好海南自贸港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张毅表示，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
性工程，需要全社会加强协同协作，推动
不断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强大力量。建议
在家庭保护方面，妇联等部门持续助力家
长提升管教能力、夯实家长监护职责，有
效消除犯罪的家庭诱因；在学校保护方

面，教育部门和学校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控
辍保学、预防性侵、预防欺凌等制度机制，
坚决守护校园安全；在网络保护方面，网信
部门加强依法监管，各方协同，更加有效治
理网络空间违法犯罪行为；在政府保护方
面，各职能部门强化履职协作，更好实现对
未成年人强有力的综合保护；在社会保护
方面，充分发挥司法社工专业力量和优势，
持续助力司法机关提升办案质效。全省检
察机关将持续深化与未成年人保护有关部
门和社会各界的务实协作，携手推动“六大
保护”协同发力、形成合力。

省检察院与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举办主题开放日活动

协同发力推动未成年人综合保护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记者冯
家顺 罗沙）记者5日从最高人民法院
获悉，2024年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结
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1.9万件，审
结环境公益诉讼一审案件4168件，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一审案件246件，判
令责任主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
金共计96亿元。

最高法5日发布的《中国环境资源
审判（2024）》显示，人民法院严格贯彻
落实环境保护法以及大气、水、土壤、固
体废物等污染防治法，依法严惩污染环
境、破坏生态违法行为，审结污染环境
刑事、民事、行政一审案件4900余件。
同时，人民法院践行预防性、恢复性司
法理念，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
水平，审结滥伐林木、生态破坏、渔业等
刑事、民事、行政一审案件2.6万件。

报告介绍，人民法院扎实推进环
境资源审判专业化建设。截至2024
年底，全国法院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
判机构、组织2424个，从事环境资源
审判的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1.6万余
人，1700 余家法院实行环境资源刑
事、民事、行政案件归口审理。加强行
政执法与司法工作协同，联合开展第
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专项
整治工作，设立综合性生态环境司法
保护（修复）基地1000余个，携手提升
系统保护水平。

最高法当日还发布了2024年度
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以
及《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2024）》

“总体观察篇”，系统回顾中国环境司
法建设和实施的十年历程，展望环境
司法发展新方向。

人民法院2024年审结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案
件近22万件

审结环境公益诉讼
一审案件4168件

本报讯（记者肖瀚 通讯员王东
史 张馨月）在第54个世界环境日来
临之际，6月4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宗非法占用农
用地罪、滥伐林木罪案件。

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被告单位
丰某公司经批准合法取得文昌市一处
石英砂矿采矿权。2018年上述涉案地
块土地规划由草本园地调整为林地。
2021年5月，文昌市林业局护林员通
过套图发现采矿地块为林地并明确告
知丰某公司停止采矿行为，但公司法
定代表人王某仍指示工作人员继续开
采并超范围砍伐林木，导致采矿地块
占用林地遭到严重毁坏，破坏了生态
环境。经鉴定，采矿地块占用林地并
造成林地种植条件严重毁坏的面积为
40.9665亩，超出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
的被毁林木立木蓄积量共计109.9827
立方米。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丰某公

司、被告人王某明知采矿地块为林地，
仍继续占用、开采，造成林地毁损，犯
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追
究其刑事责任。庭审中，公诉人出示
相关证据，被告人及辩护人充分发表
了意见，该案将择期宣判。

承办法官表示，为了防止滥伐林
木的情况，森林法规定了采伐林地上
的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
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
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
除外。同时在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
地点之外采伐本单位或者本人所有的
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除农村居民采
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
林木以外），数额较大的，依照滥伐林
木罪定罪处罚。此外，滥伐林木罪的
犯罪主体既包括个人，也包括单位。
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予以处罚。

省一中院审理一宗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滥伐
林木罪案

一企业为采矿超范围砍伐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预防和矫治未成
年人犯罪，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

2025年1月，省高院设立独立建制的
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正式运
行，以该审判庭为起点，切实推进涉未成
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审合一”机
制出实效。

这一举动也意味着，我省法院掀开了
少年审判工作新的一页。

进入新时代，要想进一步做实、做细、
做好少年审判工作，撬动未成年人保护

“大杠杆”，司法“支点”是什么？加强少年
审判机构及机制建设，是答案。

近年来，全省法院将“最有利于未成
年人”原则贯穿审判执行、判后帮教、普法
宣传全过程，持续深化未成年人审判专业
化、规范化建设，“三审合一”改革工作机
制日趋完善，审判、普法、帮扶有序衔接，
用心用情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延伸帮教，指引“浪子”归航

在海口秀英区秀英街道向荣村，有一
栋室内布置温馨讲究的小屋。小屋有一
块牌子格外显眼——“阳光服务基地”，这
是秀英法院与秀英街道办事处联合为海
口市非监禁刑未成年犯提供“一对一”回
访帮教服务的场地。

“找到工作后，一下子找到了人生目
标。”5月26日下午，在“阳光服务基地”，一
群帮教对象正在开心交流着，其中一名叫

小莉（化名）的女孩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
家。

16岁的小莉因抢劫被判非监禁刑后，
“阳光服务基地”负责人谢丽丽与她签订
帮教协议。

刚开始，小莉很抵触，谢丽丽时常跟
她电话联系、见面交流，小莉渐渐打开了
心扉，遇上什么困难或有心里话也愿意向
谢丽丽说。

经过辅导帮教，小莉的内心已发生变

化，她对法官、谢丽丽表达了感激之情，
“我会好好工作，以后再也不混日子了！”

秀英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刘茜告诉记
者：“他们本质并不坏，很多是因为家庭教育
缺失，缺乏关爱等因素而误入歧途，需要社会

我省法院创新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机制，设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

以法之名 护“未”成长
■本报记者 陈敏

聚焦护苗专项行动

5 月 26 日，海口市秀英区法院“阳光服务基地”，法院干警、基地工作人员和帮教对象们交流谈心。记者陈敏 摄

海口海事法院在临高渔村巡回审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边审案边普法 筑牢环保防线
■本报记者 吴静怡

“现在开庭！”6月5日，伴随着清脆的
法槌声，海口海事法院巡回审判走进临高
法院新盈人民法庭，公开审理一起非法捕
捞水产品案，法庭的旁听席坐满了渔民。
当天是世界环境日，这起案件的审理，让旁
听的渔民认识到保护渔业资源的重要性。

临高法院新盈人民法庭距离新盈渔
港仅2公里。“把法庭设在海岸线最前沿，
就是要让渔民清楚法律红线在哪里。”海
口海事法院海事刑事审判庭庭长、三级高
级法官陈明的声音掷地有声。

法院审理非法捕捞案
渔民旁听接受教育

当天上午10时30分，审判团队来到
临高县新盈镇，随着主审法官陈明敲响法
槌，庭审正式开始。该案依法由2名法官
及1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61岁的黄某某站在被告席上，公诉人

省检一分院检察官李丹宣读起诉书。
检察机关指控，2024年8月16日，临

高县新盈镇某村村民黄某某指使船员驾
驶“琼临渔03137”渔船，在文昌市中水道
以东附近海域进行底拖网作业，作业10
次后被海口海警局查获，扣押2张网具，船
上载有渔获物852斤，渔获物变卖款920
元。

经鉴定，涉案网具最小网目尺寸为
22毫米，网目尺寸不符合国家规定。经文
昌市农业农村局核查，黄某某捕捞作业的
位置在海南省底拖网禁渔区线内。

2024年 8月20日，黄某某被海口海
警局文昌第二工作站传唤到案。

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听取原告被告的
陈述与辩论，严格遵循诉讼程序规范，依
次开展法庭调查、举证质证、辩论交锋及
最后陈述等法定环节，切实维护了双方当
事人的诉讼参与权、辩论权和陈述权等合
法权益。

黄某某当庭认罪。
法官根据被告人黄某某的犯罪事实、

犯罪性质、犯罪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
度，依法当庭判决黄某某犯非法捕捞水产
品罪，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对扣
押在案的渔获物变卖款920元，依法予以
没收，上缴国库；对涉案作案工具渔网2
张，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对涉
案“琼临渔03137”渔船，予以发还，由扣
押机关依法处理。

旁听席20余名渔民纷纷议论起来，
渔民黄伯感叹：“非法捕捞是要付出惨痛
代价的！”

干警用方言普法
法治种子扎根渔村

“将庭审现场设在码头附近，就是为
了用‘看得见的正义’为渔民上一堂生动
的法治课。”陈明对记者说。

都说“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
海经”，出海捕捞便是新盈当地渔民养家
糊口的饭碗。

为了让渔民“端稳饭碗”，庭审结束

后，工作人员围绕案件的焦点，从海洋污
染防治、生态保护、违法责任等方面进行
释法说理。

现场政法干警用普通话、临高话“双
语”普法。“现在是休渔期，这些红线碰不
得！”方言宣讲引来阵阵回应。

老渔民郑伯感慨：“以前只晓得网眼
越小收获越多，没想到这是在断子孙饭。”
新盈镇新盈村委会委员陈斌提出建议，在
码头竖立永久性普法宣传栏，把禁渔区坐
标刻上告示牌。

陈明告诉记者，海南大部分非法捕捞
案件源于渔民法治意识薄弱，为此，海口
海事法院接下来会逐步发出司法建议，

“建议相关部门加强法治宣传。”
“出海捕捞是渔民的饭碗，海洋是人

类的共同家园”海口海事法院海事刑事庭
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张医芳对记者说，
此次巡回审判恰逢世界环境日与海洋日
双节点，“借着这个契机开展非法捕捞案
件的巡回审判，可以让渔民朋友充分认识
到保护渔业资源的重要性，希望渔民朋友
能自觉地、主动地去爱护海洋，保护渔业
资源。”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近日，乐东
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办理2起
破坏环境资源案，2名犯罪嫌疑人分别
因涉嫌滥伐林木、非法采矿罪被依法
批准逮捕。

2024年，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为种
植槟榔，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
情况下，擅自持电锯将抱由镇佳西村
的2块橡胶林砍伐，导致大量公益林被
毁。

2024年1月至2025年4月，犯罪
嫌疑人吉某某为了谋利，在未办理河

道采砂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的情况
下，擅自利用挖掘机、抽砂机在利国
镇文且村河道、坡地盗采河砂及砂
土，非法获利数额巨大。

犯罪嫌疑人何某某、吉某某到案
后，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乐
东检察院已对何某某、吉某某依法批
捕。

检察官提醒，共同保护好森林资
源和矿产资源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
务，切莫为了一己私利破坏生态环境，
否则等待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

涉嫌滥伐林木非法采矿
乐东2名男子被检察机关批捕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为推动
节约能源法全面有效实施，促进更高
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工作，全国人
大常委会5日启动节约能源法执法检
查。

节约能源法自1998年1月1日实
施，并于2007年、2016年、2018年进
行了修改。

记者5日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节约
能源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了解到，为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
况，此次执法检查采取实地检查与委
托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检查组将赴天
津、江苏、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等省
（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北京、

河北、山西、吉林、上海、重庆等省（市）
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节约能源
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将采取
实地检查、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典型
调研、专题研究、抽查暗访等多种方
式，全面准确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对带
有普遍性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

检查组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落
实节能管理制度情况，推进重点领域
节能工作情况，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
理情况，推动节能技术进步情况，实施
节能激励措施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的
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
题，对节约能源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
节约能源法执法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