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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地域特点 开展海洋生态检察保护 

何建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像对待生

命一样关爱海洋”。近年来，连云港市检察院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连云港“海上有岛、城中见山、

山海相拥、城海相融”的地域特点和资源禀赋，以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改革为契机，强化系统思维，依法能动履职，

着力在完善工作机制、提升办案质效、促进综合治理、凝聚保护合力等方面用功发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的海洋生

态检察保护样板，助力连云港向海发展、经略海洋。 

统筹推进、一体履职，在完善工作机制上发力 

构建“一心三线”工作格局。根据地域特点，统筹全市检察力量，构建“一心三线”工作格局。市检察院负责统筹指挥指导，

沿海三县区灌南、赣榆、连云各展所长、一体联动。灌南县检察院根据地处灌河流域核心位置的特点，在省检察院支持下建立灌

河流域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机制，成立专业化办案组，集中办理江苏海域环境资源刑事案件。赣榆区检察院根据地处苏鲁边

界、传统渔业发达的特点，牵头苏鲁两地检察机关及相关行政机关成立苏鲁边界海洋生态修复基地，并持续参与违法违规用海清

理专项行动。连云区检察院地处沿海城区，联合相关部门成立全国首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指挥中心。 

打造一体联动工作模式。出台《连云港市检察机关关于推进检察一体化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打造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

海洋检察工作模式。市检察院与各基层院之间建立涉海案件线索交办、一体办案机制，各基层院之间、两级院内设部门之间建立

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协同办案机制，实行“捕诉一体”，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检合一”，整合内部资源力量，促

进工作质效倍增。 

建立执法司法协作机制。围绕办理涉海案件存在的证据标准不同、执法尺度不一等问题，市检察院与市法院、江苏海警、江

苏渔政、江苏海监等执法司法机关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涉海执法司法协作机制，明确案件移送标准，统一执法尺度。围绕加强海

洋公益诉讼中劳务代偿工作协作配合，市检察院与市生态环境局签订《关于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劳务代

偿的协作方案》，有效破解实践中遇到的劳务代偿标准、监督、验收等问题。 

创设标准、创新方式，在提升办案质效上发力 

创设检测鉴定标准。针对涉海案件特别是海洋公益诉讼案件无先例可循、无标准可依的问题，积极借智借力，大胆探索创新，

创设调查取证、审查认定标准。在省检察院牵头下成立江苏检察机关海洋环境资源和生态保护鉴定实验室，与中国地质调查局青

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江苏海洋水产研究所建立集中委托鉴定协作机制，先后创设海洋捕捞渔具鉴定标准、海砂损坏鉴定标准等，

为案件办理提供了依据。 

首创海洋生态修复方式。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不断创新海洋生态修复方式，将增殖放流、劳务代偿等多元化生态修复方式

引入司法实践。通过公益诉讼追偿海洋修复费用 7.5亿元，增殖放流鱼苗 2000万尾、对虾苗 500万尾，有力维护海洋生态平衡。

连云区检察院提起《民法典》实施后全国首例以劳务代偿方式保护海洋公益诉讼案，入选江苏省自贸办创新案例库。 

首创海洋生态修复标准。积极借助专业人才和专业技术，创设海洋生态损害修复标准。在办理江苏省首例非法开采海砂公益

诉讼案中，灌南县检察院邀请相关专家采用无人船、海底声呐等技术，在海砂开采现场对破坏程度进行精准勘验，首创性设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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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生态损害修复标准，为办理同类案件提供参考借鉴。 

创设类案办理标准。及时总结、固化办案经验，创设类案办理标准，提升类案办理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总结海洋非法捕捞

案取证固证、损害评估、证据规则运用、环境修复方式及办理流程经验，制定出台《非法捕捞案件公益诉讼调查实施规则》《非

法捕捞罪刑事证据规则》《海域非法捕捞检察公益诉讼办案指引》等。 

能动履职、延伸触角，在促进海洋治理上发力 

推动完善海洋法律制度。灌南县检察院通过办理海洋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积极探索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

讼起诉主体路径，并通过全国人大代表提交议案，推动“两高”出台《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明确了海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及管辖法院，填补了这一海洋法制空白。 

推动完善海洋管理制度。结合办案加强问题排查和风险研判，通过检察建议、专题报告等推动完善管理制度。灌南县检察院

在办案中充分考虑广大渔民的生计和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联合相关部门提交专题报告，推动农业农村部批准在江苏、山东、辽宁

三省海域实施毛虾专项（特许）捕捞，切实维护渔民权益，推动完善海洋捕捞管理制度，取得显著的办案综合效果。赣榆区检察

院与区司法局会签《关于涉海涉渔社区矫正对象监督管理意见》，既规范了社区矫正工作，又促进了渔业生产。 

推动涉海问题综合治理。结合办案积极推动涉海问题综合治理，共推动清理近岸固体废物、垃圾和海洋油污 5.9吨，修复岸

线 22.2 公里，查获“三无”船舶 22 艘，拆解“三无”船舶及浮子筏 300 余艘。灌南县检察院依法向相关部门制发诉前检察建

议，推动开展灌河流域非法小码头专项整治活动，共拆除非法码头 54处，拆除房屋 7000余平方米，修复滩涂 65万平方米。 

加强协作、借势借力，在凝聚保护合力上发力 

搭建协作平台。市检察院与灌南县检察院牵头浙江、福建、河北等 6省 15家沿海检察机关，成立“一带一路”海洋生态检

察保护联盟，并召开“一带一路”海洋生态发展与检察保护研讨会，加强学习交流，强化沟通协作。市检察院指导灌南县检察院

牵头海警、水利、渔政等部门建立海洋生态保护联盟，组建巡海工作小组，联合开展巡海护海专项活动，重点巡查海岸线、入海

排污口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情况。 

建立协作机制。一方面，建立与相关职能部门协作机制。各基层院主动协调对接，普遍建立“河长+检察长”“湾长+检察

长”“港长+检察长”等协作机制，构建检察监督嵌入海洋生态保护社会治理新模式。连云区检察院与区“湾长制”办公室建立

“湾长+检察长”制度，利用信息化手段全面掌握入海水系动态状况，保障海洋渔业生产安全。另一方面，建立与科研机构协作

机制。灌南县检察院与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合作建立公益诉讼专家实践基地，与江苏海洋水产研究所建立个案咨询、类案研讨和

理论研究协作机制。 

积极借助外脑。制定《公益诉讼专家辅助人参与办案实施办法》，从科研机构、高校、行政机关等单位聘请 25名专家，组建

全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专家库，为案件办理提供专业支撑和技术指导，破解海洋公益诉讼鉴定评估、生态修复难题。 

加强普法宣传。创新方式方法，通过案发地现场普法、现场增殖放流、庭审直播、制作普法动漫和歌曲、对船员渔民进行集

中宣讲等多种方式，大力开展海洋保护普法宣传，营造全社会共护海洋生态的浓厚氛围。赣榆区检察院结合一起非法捕捞案在渔

港码头开展现场以案释法，此后当地未再发生一起类似非法捕捞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