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生态南山 呵护重庆“绿肺”

南山腊梅公园路
大金鹰园植被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南山生态保护和发展，强调要注重南山片区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完善南山提升实施方案，将南山打造
成山地生态公园，让南山成为游客的好去处。

以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
呵护城市绿肺

大南山范围内森林面积共计约
4.5万亩，其中国有林场1.6万亩，占
林地总量的36.7%，国有林场区域内
森林覆盖率达到95%，是大南山乃至
重庆主城区的“绿肺”。为将南山建
设成为知名的自然生态之山、城市美
学之山、巴渝文脉之山和诗意栖居之
山，南山生态保护和发展中心及相关
规划管理单位坚持以绿色为底色，划
定生态保护区域，并坚持生态系统共
建、生态技术共推、绿色发展共融，共
同构建山清、水秀、林美、田良、湖净、
草绿的自然生态系统，共创长江上游
绿色发展示范。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级单位互
相配合，从山体保护修复、提升水质、
优化森林生态品质、保护农田种植、
治理湖塘水体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六
大板块着手，详细制定了实施策略，
确保每个板块的的优化提档措施能
顺利落地执行，为创建和谐共生的南
山宜居生态打下了良好基础。

以山水相融的城市美学
打造山城花冠

立足南山本地特色，以生态、文
化、休闲为主题，着力打造具有独特
看点的山地城市景观，提升包括一棵
树、大金鹰、老君洞等在内的多个观
景平台的作用，打造江峡风光观景
点，观山水相映的美好画面。

此外，在南山大景区范围内，着
力提升南山植物园、重庆抗战遗址博
物馆、涂山、老君洞、文峰塔、老龙洞、
矿山地质文化公园、铜锣峡等多个精
品景区，形成旅游类型多样化和自然
属性相得益彰的旅游氛围。

不仅如此，为了方便和丰富本地
居民和外地游客的出行体验，南山景
区相关管理单位构建了“山林步道慢
行体系+休息平台+景区”的公共服务
体系，采用“一个步道一个主题”的环
境提升方式，全力打造、提升包括黄
葛古道、龙脊山步道及黄桷垭-老君
洞-一棵树林梢步道等山林步道。

以多元包容的文化底蕴
构筑人文高地

南山，不止拥有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更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
人文高地。按照南山生态保护和发
展中心等相关单位的规划，弘扬传
统文化，构筑南山人文高地的精神
内涵也是打造南山人文生态的重要
组成部分。

以“讲好南山文化故事，丰富重
庆文化内涵”为方向，以打造有世界
影响力的文化体验地为目标，以系统
挖掘、保护和梳理南山文化资源的方
式，集中展现丰富的禹涂文化，传承
和发扬宗教文化以及南山盆景技艺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人地相宜的栖居环境
营造自在南山

在全面贯彻、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中，南山生态保护和发展中心等相关
单位采取积极措施，对城乡生产生活
空间进行合理优化，在保障村民宜居
需求的同时，拓展公共设施的旅游服
务功能，增加住宿、餐饮、休闲、康养
等服务设施，完善乡村旅游服务设
施，建设高品质乡村休闲度假和生活
体验服务设施，培育养生养老等康养

经济。
在此基础上，南山大景区范围

内，严格管理私搭乱建，保留改造有
价值的现状建筑，并通过宅前屋后环
境整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等方
式美化生活环境，重点开展了崇文路
综合环境整治，让辖区内的百姓享受
到“绿水青山”的美好，实现“自在南
山”的愿景。

又是一年春天如约而至，街头巷
尾常常会听到“周末去南山耍不？”

“植物园的花都开了，啥时候约着一

块去啊？”“这阵子天气不错，泉水鸡
一条街走起哇？”……目前，按照规划
要求，重庆南山景区内的城市更新项
目正在稳步有序地陆续落地，大南山
辖区内从公园到街道，从景点到社
区，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焕然一新
的街道导视、风格统一和谐的道旗、
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的公共艺术装
置……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人们出行
时发现南山的旧貌换了新颜，一定会
再一次爱上它。

文/图 谭旭辉

南山龙黄路

以司法力量守护“一江碧水、两岸青山”
——涪陵区人民法院强化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纪实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
度谋划发展。

涪陵区地处长江、乌江
交汇处和三峡库区腹心地
带。这座风光迤逦的江城，
境内长江流程77公里、乌江
流程33公里，是长江上游重
要的生态屏障。

近年来，涪陵区人民法
院从长江上游生态系统整体
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围绕
全领域打击、立体化修复、多
维度协作，以司法力量守护
长江上游“一江碧水、两岸青
山”。

注重全领域打击
划定最严生态红线

作为涪陵、南川、武隆、垫江、丰
都5个区县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法
院，涪陵法院始终立足更宽视野谋
划，打造专属涪陵特色的长江上游生
态司法保护实践样本。

审结各类环境资源案件 2682

件、判处被告人1368人次、对被告人
适用实刑达38.3%……一组组亮眼的
数据从不同维度展示了涪陵法院环
境资源审判团队开展全领域打击的
坚定步履。

在内建团队、外引智囊专业化审
判的护航下，涪陵法院严厉打击长江
上游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犯
罪，大力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行
为，从严从重惩处了一批具有影响力
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

每一个物种的消失都是人类走
向孤独的脚步。在涪陵区江东街道
的涪陵江东桫椤自然保护区，2万余
株珍贵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桫
椤茁壮成长。

作为自然保护区的属地法院，涪
陵法院以司法力量对盗伐桫椤树的
犯罪行为设置了一道严密的“生态红
线”：对3名在保护区盗伐111株桫椤
树的被告人以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罪判处严厉实刑。承办法官
介绍，此案中还采用从业禁止令、原
域补植的创新判决，帮助被盗伐桫椤
回归自然家园。

重大典型案件的裁判在生态保
护中发挥着规则引领、价值导向和行
为规范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涪陵法
院审理的2件案例入选最高法院发布
的长江流域水生态司法保护典型案
例、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十大典型
案例，9件案例入选12348司法部中

国法网案例库、中国法院年度案例
等。

风景绚烂的仙女山国家森林公
园、武陵山大裂谷景区、南天湖景区
于 2022 年迎来一次生态保护新机
遇：市三中法院、涪陵法院在此设立3
个环境资源巡回审判站。

这是两级法院以巡回审判站为基
点将司法资源向集中管辖地区延伸的
全新布局。在辖区，法官开展巡回审判
230余次，依托巡回审审判进行法治宣
传、实地勘察、案件调解180余次。

创新立体化修复
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

位于长江之畔的永胜林场建于
20世纪50年代。2006年8月，一场熊
熊大火严重毁损了林场内2000余亩
地表植被。林场干部职工多次重新造
林却因技术、资金等难题收效甚微。

在山火摧毁10年后，林场终于迎
来了复绿的曙光。2016年3月，在涪
陵区委政法委的领导下，涪陵法院联
合检察院、林业局在此建立集生态修
复、休闲健身、警示教育多功能为一体

的重庆法院首个生态司法修复基地。
7载生态修复，是一次次经验从

无到优、模式从单一到多元的探索之
路。涪陵法院推动建立“1+2”生态修
复机制，联合相关单位以集中组织被
告人补栽和委托公司专业栽植方式
在基地补栽各类苗木2.8万余株。

如今，永胜林场山光凝翠、绿树
脉脉，香樟、小叶桢楠、红花玉兰、栾
树等多种树木在此处安家，由一株株
幼苗生长汇聚成一片绿色森林。林
场成为长江沿岸一道新的绿色生态
风景线。

增殖放流是国际上通行的水生
生物资源养护的重要举措之一。涪
陵法院结合长江流域独特的水生态
系统，开展了一系列增殖放流活动，
放流鱼苗达100.8万余尾。

保护长江上游生物多样性是一
个系统工程。2022年，涪陵法院深研
辖区生态环境现状，与重庆市三中法
院及辖区检察院、生态环境局、林业
局、旅游区管委会等多家单位形成环
境资源保护合力。一张生态修复时
间表在紧锣密鼓实施中。

不到一年的时间，3个生态修复

基地、1个法官林、1个增殖放流示范
点陆续建成，并谋划成立1个矿山闭
坑治理生态修复示范点。

2022年3月，与重庆市三中法院
在涪陵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共建法官
林。

2022年 4月 13日，武陵山生物
多样性司法协同保护基地建立。

2022年5月25日，“生态司法修
复＋乡村振兴”示范基地、长江流域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示范点建立。

2022年 5月 30日，南天湖生物
多样性司法协同保护基地建立。

2022年10月18日，院领导带队
赴武隆实地调研谋划乌江流域矿山
闭坑治理生态修复示范点工作。

然而，保护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
步履不能就此停歇。一次次从重点
打造到全局谋划、从“单点开花”到

“多点突破”的生动司法修复实践在
辖区五区县大地继续生动上演着。

强化多维度协作
共建多元共治大格局

长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浑然一

体，演绎着自然生态规律和河流演变
规律。构建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一体
化保护格局，一直是涪陵法院环资审
判工作的重要着眼点。

为加强川渝两地环境司法协作，
涪陵法院与沿江的四川宜宾翠屏、泸
州江阳和江津、渝北、万州5地法院加
强协作，奏响司法保护的“交响乐”。

2020年6月，川渝六地法院共同
签署《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环境资源司法协作框架协议》，并于
年底共同签订《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环境资源司法协作实施办
法》。

六地法院围绕司法协作目标任
务、重点内容、工作推进等进行深入
探讨，联动建立八项协作机制，打造
集司法资源同享、突出问题同治、协
调机制同立、工作举措同商于一体的
长江上游环境司法保护工作格局。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
2021年3月，川渝六地法院携手举办
首届环境资源司法协作年会、新闻发
布会暨典型案例分析会，签署《保护
长江倡议书》，号召长江沿线居民当
好长江“十年禁渔”的倡导者，以个人
行动为保护长江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宜宾市的长江“零公里”处和
李庄镇林业生态保护恢复性司法基
地，六家法院共同开展集中补植复绿
和增殖放流活动。按照共同制定的
环境资源司法协作框架协议，一系列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司法研讨、生态修
复在川渝大地陆续展开。

除流域环境司法协作外，涪陵
法院还在区域环境治理上不断着
力：联合检察院、公安局、生态环境
局联合印发《涪陵区环境行政执法
与司法联动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
确立联席会议、日常衔接、信息共享
等多项联动机制。

2020年以来，该院组织召开非法
捕捞犯罪认定、涉林案件两法衔接、
非法采矿犯罪认定等专题联席会议
24次，参与长江禁渔联合巡航行动、
长江禁捕打非断链专项行动等专项
执法宣传活动3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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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组织被告人向长江增殖放流3.5万余尾鱼苗

历经七载修复，涪陵生态司法修复基地从“火烧林”变为“绿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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