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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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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白杨越 记
者 常青）“自己滥伐的树卖了不
到 5000元，现在不但被判了刑，还
要费神费力地补植树木、清理毁坏
现场，前后花费了 2万多元，都怪
自己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太差，对退
耕还林政策缺乏了解，真是很后悔
啊！”被告李某某悔恨地说。

“以往，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的
被告人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2017
年以来，黄龙县检察院办理了全省
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被告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要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需要对生态
修复进行赔偿，这对犯罪分子起到
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多年来黄龙
县境内盗伐林木案件频发，自2017
年以来这类案件得到了有效的扼
制。”黄龙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
任周瑾玲说。

无独有偶，魏某某、刘某某也
为破坏生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18年2月到4月，魏某某、刘某某

等 14 人分别在洛川县厢寺川林
场、延安市黄龙山国有林管理局官
庄林场盗挖柏树根共计 18棵，在
盗窃过程中，为运输方便，毁坏树
木330株。

2019年6月4日，该案由黄龙
县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法院当庭判决被告魏某某
等 11人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分别
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4年2个月至
1年 6个月不等，并赔偿延安市黄
龙山国有林管理局官庄国有生态
实验林场和洛川县厢寺川国有林
生态实验林场被毁坏树木和生态
修复费用共计224315元。

2018年4月19日，县检察院民
事行政检察部在履职中发现，该县
瓦子街镇小寺庄圪崂沟李某某退
耕还林刺槐林被严重毁坏达 16.8
亩，黄龙县林业局、瓦子街镇人民
政府未依法履职，造成生态环境持
续受损。经调查，县检察院向县林
业局、瓦子街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

书。建议其依法履职，督促涉案当
事人依法进行生态修复。随后，县
检察院对检察建议的整改情况进
行跟访，被破坏的林地已依法进行
了修复，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
护。

近年来，县检察院通过办理公
益诉讼诉前监督案件，督促行政执
法部门修复被破坏的林地 380
亩。在办案的过程中，办案检察官
不断总结，根据办案实际，创新提
出了“专业化法律监督+恢复性司
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的生态
修复模式的思路，得到了院党组的
大力支持。2019年，黄龙县检察
院、黄龙县法院、延安市黄龙山国
有林管理局在黄龙县崾岘乡建立
了首个生态司法修复基地，该基地
集生态司法修复、法治宣传、警示
教育等功能为一体，主要针对生态
环境民事和公益诉讼案件、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通过责令有
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的当事人以劳

代偿，或缴纳生态修复基金，由专
业机构代其修复受损的生态，从而
达到生态环境“异地补植、恢复生
态、总体平衡”的司法修复效果。
目前，县检察院已会同相关部门建
成生态司法修复基地 2个，占地面
积达1000余亩。

为提升森林资源保护水平，促
进行政部门严格执法，2022年 11
月 17日，黄龙县检察院率先在全
市建立“林长+检察长”工作机
制。该机制要求，检察长要带头
办理涉林案件，积极与行政机关
沟通、落实整改。县检察院与黄
龙县林长办要针对重大案件，列
出督办清单，实行联合督办，建立
联合督办制度。截至 2022 年 11
月，县检察院共办理涉林公益诉
讼案件 25件，通过办案督促修复
林地 50余亩。通过建立“林长+检
察长”机制，真正汇聚守护森林资
源保护公益的合力，实现 1+1>2的
效果。

“同志，请您文明祭祀，严禁携带火种
进去林区……”在春节、清明等重要时段，
黄龙县的 15个入境检查站，168个重要沟
口和 376个主要路口早已有专人值守，对过
往车辆和人员进行严格检查，造册登记，严
禁携带火种入山进林，实行预约式、跟踪式
服务措施，倡导绿色、文明祭祀，实现了山
头有人管、林区有人护、路口有人守、坟头
有人看的工作局面，切实把火源火种堵在
山下林外。同时，积极发挥联防联控工作
机制作用，加强与相邻县、镇、村的沟通，筑
牢“无缝衔接、联防联保”防线，坚决防止境
外火烧入。

同时，随着森林草原防火任务和难度的
日益加重，黄龙县加大森林草原防火基础设
施建设经费，紧盯人防、物防、技防三个环
节，基本做到了有需必供，有求必应，确保森
林草原防火工作顺利开展。

冬日里的黄龙，有这样的一道风景线，
一架架无人机在黄龙的林间上空巡逻，游客
纷纷驻足观看。高科技的设备也是护林防
火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黄龙县积极推广新
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加大智慧防火、林火数
据、飞机巡航等项目建设，森林防火现代化、
数据化、智能化步伐不断加快。先后实施了
森林防火指挥中心、森林防火视频监控建设
项目，制作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沙盘，在

重点区域安装高清视频监控 16个，路控 4
个，智能宣传杆 60个，实现了对全县重点地
段和林区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巡查，
森林防火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的能力大
幅提升。

此外，通过县森防指随机查、“两办”重
点查、县森防办和乡镇经常查的三级督查联
动方式，进一步夯实各级森林草原防火责
任。对乡镇的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月通
报、季点评、年考核”制度，与评优评先挂
钩。同时，始终保持对森林火灾案件的严打
高压态势，从严、从快、从重处理火案。全县
森林防火意识显著增强，有效保障森林资源
安全，维护林区社会稳定。

人不负青山，青山不负人。近年来，在
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下，黄龙县的生态红利
也不断释放，生态农业全面升级，生态工业
加快推进，生态旅游持续升温。截至2022年
6月底，接待游客112.2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30943.61万元。

青山巍峨树成荫，林海葱郁美如画。放
眼望去，这一幕幕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的美
丽画卷景正在黄龙大地上徐徐铺开来。站
在新的起点上，黄龙县将以更加昂扬的姿
态，扎实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绿色家园，以
生态优势厚植发展优势，谱写黄龙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 联防联控作用大

只为青山多妩媚
——黄龙县冬季林业防火工作小记

通讯员 白杨越 记者 常青

冬意渐浓，干冷的北风让黄龙山林区披上
了红黄相间的外衣，远观甚是美丽。这个美丽
的季节，也是森林防火戒严期。

黄龙县是陕西五大林区之一，素有黄河
流域“绿色明珠”“陕西一叶肺”之美誉，是一
处休闲游玩的好去处，游客的与日俱增也给
护林防火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在黄龙县神道岭景区，护林员每天不断

来回巡视，提醒游客注意防火，不要乱扔烟
头，不要野外用火，可还是会有个别游客不
听劝阻。虽然配备了大喇叭、监控等设备，
但最有效的还是人防。护林员需要每天日
行10公里以上的山路来进行巡视，他们的工
作貌似乏味单一，但正是因为他们，黄龙县
65年来没有发生过较大火灾，护林人用他们
不懈的努力交出了一份合格的防火答卷。

林业建设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
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举措。近年来，黄龙县按照“预防为
主、积极消灭”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思
路，全面落实“林长制”和森林防火行政首
长负责制，广泛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
育，狠抓各项森林防火制度的落实，加强扑
火队伍和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采取有力
措施，堵塞各种漏洞，消除火灾隐患。把森
林防火作为高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
切、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相继出台
政策文件，明确工作责任，从各乡镇、林场
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包村干部、管护员、巡
查员以及县级包抓部门等各个层面进行了
责任细化，各级主要领导都要召开高规格
的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会议，亲自动员部署，
通过“县委领导，党委落实，支部服务，党小
组联户，户管人”的“五级联动”机制，夯实
各级主要领导森林草原防火“第一责任人”
职责，签订责任状，划定责任区，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更加明确了任务，夯实了
责任，形成“山有人管、林有人护、责有人
担”的防火格局。

“火灾是林区最危险的敌人，您已进入
林区，请不要抽烟、不要用火……”界头庙镇

的巡查员们开上护林防火车、戴上红袖章又
开启了“巡山”之路。

王增银就是界头庙镇的一个防火员，
他虽不是专业护林防火员，但凭着对家乡
一草一木的热爱让他加入了这个组织，成
为全县 331名村级护林防火巡查员中的一
员，对村子里山山峁峁、沟沟岔岔的熟悉让
他把这份工作干得得心应手。做好森林草
原防火工作，群众是基础，重点在基层，预
防森林火灾，需要全民、全社会的参与。黄
龙县依托“五级联动”工作机制优势，把基
层党员、积极分子、巡查员等组成的党小组
放在防火第一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紧
盯林区居民区、林耕结合部、景区景点和过
境车辆等重点，采取设置固定宣传牌、语音
宣传杆、林草检查站、媒体宣传和短信提醒
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立体式、全覆盖的森
林防火宣传教育，通过让“红袖章戴起来、
宣传车辆跑起来、宣传标语挂起来、宣传喇
叭响起来、打击惩治严起来”的宣传模式，
切实做到了“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
人”，营造了“全县动员，全民动手，预防为
主，群防群治”的良好社会氛围，全民防火
意识显著提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林长制”深入人心

● 检察干警回访生态修复教育基地苗木成活情况

检察力量出击 剑指生态修复

● 神道岭景区

▼ 界 头 庙
镇护林防火员王
喜村山间巡查

▼ 青山绿
水美如画

▲ 护林防火
员进行日常巡查

▲ 联 防 联
控工作人员在巡
逻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