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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生态环境，谁来买单？为破解过去“企业或个人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
局，近年来，常州经开区检察院擦亮“检护青绿”品牌，率先在全省建立起环境资源领域
“行刑公”三法衔接机制，实现对违法犯罪行为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追
究闭环，让青山有“价”、绿水含“金”。“行刑公”三法衔接诉源治理机制获评江苏省优秀
检察改革创新项目，该院与行政机关协作的多起案件被评为国家级典型案例。

11月 29日，常州经开区税务局走进常州经开区小学，举办“宪法进校园 兴税护成
长”主题活动。税务局工作人员以“宪法里的税收知识”为题，带来生动的讲解和贴近
生活的实例，为学生们上了一堂普法专题课。 蒋雯 戎易 摄

本报讯 （袁丹丹 记者 周洁
茹）今年 12月 4日是第十一个国
家宪法日，当天，常州经开区政法工
作部组织开展“‘宪’在行动 与法
同行”主题宣传活动，宪法宣传集市
在横林镇阳湖广场热闹“出摊”。

现场设置 15 个普法摊位，以
及道具签名墙、宪法知识问答区、沙
盘绘画区、宪法视频体验区等，邀请
群众互动学法。80岁的谈仁泉和老
伴一同来逛集市，领到了不少宣传
资料和小礼品，“每个人都要懂点
法，拿着这些资料，正好回去看看，
学习学习。”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宪法

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活动
组建 6支普法志愿者队伍，由退役
军人代表、外卖快递小哥等组成，他
们前往周边商铺、（村）社区、企业、
外来人口聚集区、公共娱乐广场开
展宪法普法宣传。线上线下齐发力，
在“经法有约”直播间，江苏常诺律
师事务所律师陈海峰在线普法，并
提供法律咨询，吸引近 400人在线
观看。

“‘宪法宣传周’期间，全区各级
各部门都开展了宣传活动，采取宪
法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农村、
进社区、进网络六进形式，让宪法根
植于每个人心中，用宪法指导每一
项行动。”常州经开区司法局局长赵
少平介绍。

近年来，经开区高度重视依法
治区工作，实现 87个村（社区）法律
援助联络点全覆盖，633名“法律明
白人”成为普法的重要力量，宋剑湖
德法文化风光带、戚墅堰街道宪法
驿站等法治主阵地建成，“法治东大
门”普法（研学）阵地手绘地图发布，
推出 3条法治教育研学线路，循着
地图去学法成为一种新风尚。
“希望通过举办更多普法活动，

推动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各行
各业增强法治自觉，积极参与依法
治区实践，让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
治理念深入人心，让依法治区、依法
执政、依法行政得到共同推进。”常
州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党委书记
褚亮说。

走进常州市“三法衔接”宋剑
湖生态环境保护基地，这里植被
丰茂、空气清新，不时有白鹭掠过
湖面。沿着湖边步道漫步，鸟类观
测、普法长廊、补植复绿、轻罪治
理等功能区映入眼帘，国家保护
动物、常见外来入侵物种的标志
牌依次竖立，让人们潜移默化地
接受法律和生态保护知识科普。

今年 6月，基地正式对外开
放，系全市首家围绕三法衔接机
制打造的生态环保基地，集生态
修复、多元治理、普法宣传、人文
教育等功能于一体。邱萍介绍，
违法行为人在基地可以通过补植

复绿、增殖放流、劳务代偿等方
式，达到“异地补植、恢复生态、总
体平衡”的修复效果。
“开放式、公园式的基地，能

让群众尤其是违法行为人更直接
地接受生态环境教育，沉浸式学
习相关法律知识，值得推广。”参
观完基地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益诉讼研究中心主任、华东政法
大学教授李翔说。

基地落成至今，累计接待各
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专家
学者、志愿者、学生等共 200 余
人次，检察开放日、国家宪法日等
各类活动在这里举行。

2020年，常州经开区检察院
在全市率先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资金专项账户，用于生态环境
损害应急处置、生态环境修复及
办案费用等。
“违法行为人杨某用其他成

品油代替柴油对外销售，造成大
气污染，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我们将从专户申请 3万元对
杨某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
定评估，实现专款专用。”常州经
开区生态环境分局相关负责人张
燕毅说。
今年 8月，《常州经开区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细则》出
台，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方式，当前
账户金额已达数百万元。

为检察监督插上“大数据”的
翅膀，2023年，常州经开区检察院
在全市率先推出“行刑公”三法衔
接大数据监督平台。“平台内设四

种监督模型，实现了行政、刑事、公
益诉讼案件线索的相互移送，前移
提前介入关口、拓宽介入案件范
围，批量发现监督线索。”该院党组
副书记、副检察长李长春介绍。该
平台还获评 2024年政法智能化
建设智慧检务创新案例。
“我院曾通过大数据监督平

台检索到一起涉及生态环境损害
的公益诉讼案件，最终认定此案
件涉刑法，构成污染环境罪，遂引
导公安立案侦查，后经法院审理，
当事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赔偿 75万余元。”邱萍说。

截至目前，常州经开区检察
院累计办理生态环境资源领域公
益诉讼案件 100余件，涉案赔偿
金额 2000余万元，督促处置各
类固体废物 5.4万吨、黑臭水体
6663.67立方米、河道污泥 20.24
吨；放飞获救的鹩哥、画眉等各种
鸟类 40余只。

全市首家三法衔接生态环保基地落成

全市首个三法衔接大数据监督平台建成

全市首例劳务代偿案件成功办理

“4年来，我付出了 3000
多个小时的义务劳动，亲身感
受到了生态环境修复不易，以
后再也不犯糊涂了！”上周，陈
某某来到五一村，开展清扫垃
圾、修剪树木等义务劳动，对自
己的违法行为进行劳务代偿。

陈某某是一名护林员，曾
私修墓穴对外销售，造成森林
资源损害。2020 年，常州经
开区检察院依法对陈某某破坏
林地、造成森林资源损害的行
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要求其对林地造成的损失
和需要修复的费用等承担民事
公益损害赔偿责任。
“陈某某经济拮据，并无

支付 17 万元赔偿费的能力，
考虑其认罪认罚态度较好，且
具备植树造林的特长，因此我
院让其以劳务代偿方式履行生
态修复义务。”常州经开区检
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邱萍介
绍，该案是全市首例劳务代偿
案件。

去年 3月，遥观一企业负

责人组织员工来到宋剑湖畔种
下 50余棵树苗。该企业曾由
于未依法使用废气处置设施导
致大气污染，区检察院办理了
这起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最终，该企业支付赔偿款
的同时，主动通过补植复绿参
与生态环境修复，承担社会责
任。“三法衔接机制做到‘谁
破坏、谁修复’，引导赔偿义
务人从‘污染者’转变为‘守
护者’，让‘有价赔偿’滋养
‘无价生态’。”邱萍说。

学生参观常州市“三法衔接”宋剑湖生态环境保护基地

宪法宣传集市热闹“出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