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阳法检“两长”休息日开庭办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连日来，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

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服务发展的务实

举措，9 月 28 日上午，信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张新中担任审判
长， 公开审理该院第一起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并当庭宣判。 信阳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郭国谦担任公益诉讼起

诉人出庭提起诉讼。 法检“两长”带头
办理环境资源案件， 以最严格的司法
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提出

的“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工作”的重大要
求落实落地。 通过该案的审理，积极探
索 “责任人修复+第三方监理+政府部
门监管+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检察
院监督”的生态综合治理路径。

2017 年以来，被告张某某、杨某某
合伙经营蔡围孜砂场期间， 未按照河
道采砂许可证的规划许可要求， 超出
采砂规划区域， 到光山县晏河乡程山
村大姜湾、 小姜湾和程湾村民组塔沙
河一侧河道采砂，采砂面积共 33498.1
平方米 （合计 50.25 亩 ）， 采挖量为
242392.3 立方米， 造成该处河岸河道
以及林地遭受严重破坏。 信阳市检察
院认为张某某、 杨某某二人非法开采

河砂， 对河岸河道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破坏， 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受到侵害， 在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后 ，
2019 年 6 月 28 日向市中级法院提起
公益诉讼。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后，张新中院长担任审判长，组成 3 名
审判员和 4 名人民陪审员的 7 人合议
庭审理该案。 庭前，张新中院长就案件
办理多次具体协调和指导。 合议庭组
织公益诉讼起诉人和被告召开庭前会

议、交换证据、明确争议焦点，并到案
发地实地勘察， 就河岸河堤修复与信
阳勘测设计院专家深入探讨， 为该案
庭审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28 日上午，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该案，省、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省、市多家媒
体等 50 余人旁听庭审。 在审判长的主
持下， 公益诉讼起诉人信阳市人民检
察院与被告张某某、杨某某围绕“被告
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应当如何承
担侵权责任”的争议焦点，进行举证、
质证、辩论，双方就本案的事实认定和
法律适用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 整个
庭审活动规范有序。 两被告当庭表示
认识到自己的侵权行为造成的生态危

害后果，愿意积极承担修复责任。 法庭

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展示证据、 要求鉴
定人员出庭作证，让旁听人员以看得
见的方式感受司法的公开、严谨。

经合议庭合议后认为 ，两被告违
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
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 ，不仅造成矿
产资源的严重破坏 ， 还造成涉案河
段原有河岸河道遭到严重破坏 ，水
土流失 ， 致使原有河岸塌陷及所附
林地损毁 ， 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
破坏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 如不及
时对该段岸坡进行必要的工程措施

治理 ，将会存在岸坡进一步塌滑 、水
土进一步流失的危险 ， 甚至可能引
起此段河道河势及流态的改变 ，给
河道正常泄流造成影响 。 两被告对
其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 ， 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合议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依法
判决 ：被告张某某 、杨某某于判决生
效后三个月内按照《塔沙河晏河乡程
山村段河道左测河岸修复工程设计

方案》对塔沙河光山县晏河乡程山村
大姜湾、小姜湾和程湾村民组河段受
损的河道和河岸进行生态环境修复

并承担制定修复方案费用 36.03 万
元 ；若被告张某某 、杨某某不履行本
判决第一项义务，应承担生态环境修

复费用 944.1 万元 （含制定修复方案
的费用）；被告张某某、杨某某对修复
后的塔沙河光山县晏河乡程山村大

姜湾、小姜湾和程湾村民组河段受损
的河道和河岸履行管护义务。宣判后 ,
两被告当庭表示不上诉，并将尽快按
照《修复工程设计方案》予以修复，履
行长期管护义务。

庭审结束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随即召开新闻发布会，河南日报、河南
法制报、河南经济报、映象网、东方今
报、信阳日报、信阳晚报、信阳广播电视
台等多家媒体出席发布会。该院环境资
源审判庭庭长蔡红莉通报案件审理情

况，党组成员、副院长翟陆介绍信阳两
级法院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工作情况。

翟陆指出，近两年，信阳法院依法
审结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 4 件，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15
件。 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中总结了一
些经验做法： 一是高站位推进环境公
益诉讼。 充分认识公益诉讼在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大意

义， 将公益诉讼作为重点工作协调推
进。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与市人民检
察院联合出台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
件办理若干问题的意见》，规范、完善
公益诉讼程序、机制。 二是坚持精品化
办案思路。 实行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层
报制度， 对有较大影响的公益诉讼案
件，中级法院重点指导，保证办案质量
和效果。 固始县法院审结的县人民检
察院诉某镇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

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生态环境

保护典型案例。 潢川县法院审结的赵
某某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入

选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环境资源审

判典型案例。三是创新裁判方式。根据
案件情况分别或综合适用复植补种 、
异地修复、 第三方治理、 支付治理费
用、 赔偿功能损失等多种责任承担方
式，实现最佳环境修复效果。 共判决被
告补种林木 1225 株 ， 赔偿功能损失
428789 元，承担修复费用 9926278 元。
四是坚持惩治、修复、宣传和教育相结
合。通过建设复植补种基地、巡回审判、
扩大旁听范围、 庭审直播等多种方式，
宣传和普及生态保护理念，达到惩罚犯
罪、赔偿损失、修复生态、环保普法的
“一判多赢”。 如，息县法院在案发地息
县张陶乡温围孜村公开审理凌某 、祝
某、蔡某非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一案，党员代表、人大代表、当地群众
200 多人旁听庭审，起到了很好的警示
教育作用。

本报记者 周 涛 通讯员 胡 洋

庭审现场

张新中院长（（中））担任审判长，，组成 33 名审判员和 44 名人民陪审员的 77 人合议庭 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省、、市多家媒体记者等 5500 余人旁听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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