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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法院打造环境资源审判“重庆样板”
朔风又起冬渐深，江水缓缓

映青山。
长江自雪域高原蜿蜒而下，

向东奔涌入海，被三峡大坝挽住
脚步，塑造出上游高峡平湖的壮
丽风光，营造出了一幅幅动人的
生态美景。

重庆，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
带，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
一道关口。

近年来，重庆法院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认真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座谈会及市第六次党代会和市
委六届二次、三次全会精神，全
面履职尽责、锐意改革创新、努
力开拓进取，为加快建设长江上
游重要生态屏障和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
和保障。

以“国之大者”为引领
构建审判体系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生
龙表示，2016年以来，重庆法院自觉
把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了三级
法院纵向全覆盖和审判区域横向全覆
盖的“1+5+6”环境资源审判组织体系
（即环境资源案件由市高法院及5个
中级法院和6个基层法院集中管辖），
打造了百余人的专业化环境资源审判
团队，审结各类环境资源案件1.7万余
件。

8月16日上午，美丽重庆建设大
会召开。会议强调要高水平建设美丽
重庆，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市域范例。

“美丽重庆建设的全面推进，对
重庆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提出了
更高要求。”据市高法院环境资源审
判庭庭长艾春玲介绍，为积极服务保
障美丽重庆建设，回应长江上游流域
保护需求和环境民生关切，重庆法院
从原有的“1+5+6”环境资源审判体

系变革为“1+1+6”环境资源案件重
庆管辖模式，设立重庆环境资源法
庭,由市五中法院管理，集中管辖全
市范围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
一审、二审、再审环境资源刑事、民
事、行政案件及公益诉讼案件，进一
步统一法律适用尺度、完善案件审理
机制、健全协同保护体系。

以“执法办案”为要务
守护绿水青山

2021年5月中旬，一阵急促的电
话铃声响起，有群众举报重庆某餐厅
高价售卖“野生江鲜”，公安机关从餐
桌入手，逆向侦查一路“追踪”至邻省
山区，将“捕—购—运—销”链条上的
所有犯罪嫌疑人抓获，并查获野生渔
获物7000斤。

案件被诉至渝北区法院。
“我们发现，该案形成了跨渝黔地

区的特大非法捕捞水产品利益链条，
实施非法捕捞的行为人在长江流域捕

鱼时间长、次数多、数量大、价值高，严
重危害了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和水
生态环境。”该案主审法官赵文芬表
示，为维护长江流域生态功能和生物
多样性，依法严惩非法捕捞犯罪，促进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法院最终判决12
名被告人九个月至二年七个月不等的
有期徒刑，并承担100余万元的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艾春玲
表示，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渔
业资源非法收购、销售等犯罪行为，从
源头上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条，是人
民法院守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的重要
举措。

近年来，重庆法院始终坚持执法
办案第一要务，依托环境资源审判“三
合一”优势，综合适用民事、行政、刑事
责任，持续加大环境资源犯罪惩治力
度，2021年以来，审结了包括全国首
例涉非法捕捞、贩卖、食用长江鲟重大
民事公益诉讼案，重庆市巨某环境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郑某强等5人污染

环境案等在内的环境资源案件5284
件，判处刑罚2593人，切实筑牢了生
态安全司法屏障。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法院严格控
制污染环境犯罪缓刑适用率，在全国
率先推行污染环境犯罪量刑规范化，
同时出台全国首个非法捕捞犯罪量刑
指引，在追究刑事责任时一并判处行
为人承担生态修复和赔偿责任，提高
违法犯罪成本。2021年以来，长江流
域非法捕捞案件从之前同期的1801
件下降至788件，刑罚的震慑预防功
能充分彰显。

以“恢复性司法”为理念
筑牢生态屏障

武陵山青石铺径，巴渝夯土围墙，
走进法庭，高悬的国徽下，一幅颇具山
水之城特色的“巴渝山居图”徐徐展
开。当事人站在法庭上，参加庭审的
同时也在接受生态环境保护实践教
育。

这样的庭审场景，出现在了南
岸区法院数字生态司法实践基地
中。

“这是全国首个数字生态司法实
践基地，我们希望通过情景化、沉浸式
的体验，既让当事人依法受到惩处，也
感受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南岸
区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汤平表示，基
地集情景审判庭、生态宣教馆、数智联
动站、科普体验室、综合会议厅等五大
功能应用场景于一体，既能宣传展示
环境司法保护成效，又能弘扬生态文
明法治精神。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
环境资源案件的办理，惩治犯罪只是
手段，保护环境才是最终目的。”艾春
玲表示，为进一步发挥环境资源审判
的职能作用，重庆法院将“恢复性司
法”理念贯穿于审判全过程，陆续打造
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生态司法保护基
地。

在万州大周，3万余株通过生态
修复种植的中山杉屹立水中，成为长
江最忠实的守护者；在忠县周武山，昔
日的火烧荒山摇身一变成为集生态修
复、低碳体验、法治教育于一体的“乡
村法治打卡地”……不同功能的生态
司法保护基地从“点上开花”到“串珠

成链”至“熠熠生辉”，在重庆大地上发
挥着生态环境法治教育、保护体验、成
果展示、理念传播等积极作用。

“基地整体设计科学，功能布局合
理，创新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的‘司
法+’模式，为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提供了法院智慧。”参观完忠县生
态环境司法保护周武山教育基地后，
全国人大代表傅山祥如是说。

与此同时，重庆法院还积极创新
生态司法修复模式，根据生态系统不
同的保护修复需求，推进补种复绿、增
殖放流，并采用巡河护渔、认购碳汇等
方式实行替代性修复，累计增殖放流
鱼苗超过1400万尾，异地补植树木
10万余株。

大江东去看渝州，花开山城竞风
流。“下一步，重庆法院将自觉把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现代化宏大场景中谋划和推进，重点
围绕审判专业化、司法修复、协同共
治、便民诉讼等进行深入探索，着力打
造环境资源审判的‘重庆样板’，努力
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高水平美丽重
庆建设！”李生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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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法院在万州大周镇打造的长江生态司法保护林

重庆法院开展“保护珍稀鱼类·共护长江生态”增殖放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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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差一停 便为“邮亭”

重庆和成都，巴蜀双子星。一条成渝
古驿道串起了沿线古镇，并根据十里一
铺、六十里一驿的邮路要求，让沿途更多
的场镇应运而生，邮亭铺便由此诞生。

邮亭铺为明清时期成渝古道上的一
个重要站点，地处大足区的正南边，上接
隆昌下邻永川。邮亭原为“邮停”，意为邮
信车马停留之地。

和成渝古道上所有的古镇相似。当
成渝高速公路、铁路贯通以后，曾经因古
道而兴、热闹无比的古镇、古街逐渐萧条
衰败，这其中就包括邮亭铺。

初踏进邮亭铺老街，门口是相互交叉
依偎的两棵黄葛树，带你进入斑驳的光
阴。老式的电线杆拉扯着没有规律的电
线，蜘蛛网一样地把思绪放回几十年前。

“现在已经没有好多人愿意继续住在
这条街上了。”70岁的刘忠平感慨道，小时
候商人的骡马队成群经过，后来唱戏、放
电影、赶场赶集也人山人海，到如今只有
十几户人家还住在这条街了。

刘忠平，土生土长的邮亭镇（原邮亭
铺旧址）人。“我们家从经营豆腐店，再到
开百货店，一直就在这条街。”刘忠平指着
不远处的公路说，自从老成渝公路修起了
以后，这里人就少了，家里的店也就没继
续开了。

如今的邮亭铺老街，存余不到1公
里，近3米宽的石板路两旁，旧日的穿斗
房已经残破甚至坍塌。然而，如今还住在
老街的群众对此却并不在意，“现在公路
修通后其实很方便的，公路、铁路在我们
邮亭设站，要吃正宗邮亭鲫鱼，要看大足
石刻，都要从这里过。”

时至今日，邮亭镇境内成渝铁路、成
渝公路、成渝高速公路、成渝客运高速铁
路专线等交通干线密集交错。历史破开
缝隙，让大足石刻与成渝铁路来了场穿越
千年的握手，5万余尊晚唐摩岩造像借助
穿境而过的11公里成渝铁路声名远播，
曾经赢得过往行旅客商的青睐的“邮亭鲫
鱼”，依旧沿着古驿道在成渝两地遍地开
花……

从重庆的朝天驿到成都的锦官驿，
成渝古驿道像一条纽带串联成渝的云
和月，链接起两地人民的记忆与乡愁，
承担着两地经济交流和文化发展的重
要责任，巴蜀经济、社会、文化在此融
汇。

顺着延绵的道路，文化汇聚、落地生
花，巴蜀石窟艺术在这条文化大通道中
传递，也让沿途城市的历史文脉愈加深
厚。“围绕大足石刻这颗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的明珠，我们坚持以邮为媒，挖掘历史
文化、展现人文风情，持续讲好重庆故
事，弘扬中国文化。”中国邮政重庆市分
公司相关负责人，如今，融合浓郁地方特
色文化的邮政集邮文创产品，已然成为
年轻人来渝旅游打卡的“必选项”。

旧日成渝古驿道上商铺林立、人流
如潮的景象虽已不再，但那些惊鸿一瞥
的历史文化，却在一张张方寸大小的邮
票中保存下来，持续诉说着城市底蕴、
记录着城市发展。正值冬日，不妨沿着
成渝古驿道走进大足，一同感受世界文
化遗产的绮丽。

以邮彰文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大足石刻始建于初唐，拥有5万余
尊石窟造像，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内
涵丰富、保存完好著称于世，被誉为“世
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邮票作为“地区名片”，是一个地区
的历史缩影，是传承文化的优秀载体。

“我们一直在探索‘文化+邮政’创新模
式，推动大足石刻与大足邮
政的跨界合作。”大足邮
政总经理李俊刚介绍，
今年4月，公司联合大
足石刻旅游集团开
发的《牧牛颂》邮
册 ，成 功 入 选
“重庆好礼”外

事礼品。
据

悉，《牧
牛颂》

邮 册 采
用传统的折

页形制，以“邮
票+图文”方式生动

再现大足石刻《牧牛图》全龛组像，12幅
田园牧歌的生活画卷徐徐展开……

“金字招牌”联动“国家名片”。近
年来，大足邮政以文化为魂，以邮政文
化产品为载体，以发行邮票、制作邮册、
印刷邮资明信片为切入点，持续为地方
文旅产业发展蓄势赋能。截至目前，以
养鸡女、日月观音、普贤菩萨、千手观音
等大足石刻为元素的邮票有将近10种。

让文化嵌入邮品，让邮品传承文
化。今年10月，大足邮政与邮亭镇合作
开发的《千年邮亭·驿路有你》定制邮册
正式发行，用珍贵邮票、精美图片、详实
文字向大众展示了邮政文化、邮亭文化。

“制作《千年邮亭·驿路有你》邮册
的初衷，就是希望发挥邮政资源平台优
势，深度融入地方文旅经济发展，为宣
传大足文旅名片出一份力量。”大足邮
政副总经理吴小芳介绍，接下来还将继
续把大足厚重多元的文化呈现在方寸
之间、邮票之上，让抽象的文化通过具
象的产品去传递、去表达。

以邮致知
让邮驿文化“火”起来

“小小一幅画，无脚走天下；寄信必
要它，无它信不发。”12月14日中午12
点30分，大足区海棠小学的少儿邮局内
准时响起培训声，来自大足邮政的工作

人员正在为15名集邮社团的小朋友讲
解邮票知识。

为了更好地传承书信、集邮等邮政
传统文化，大足海棠小学于2015年10
月9日成立了“小海棠少儿邮局”。

“通过与大足邮政合作，少儿邮局
具有跟其他邮局一样的收信、寄信、盖
邮戳等邮政功能，学生们在这里还可以
自行设计信封、个性化邮票、明信片。”
大足海棠小学校长周伟介绍，和一般法
定邮局不同的是，少儿邮局的局长、收
件员、分拣员、邮递员等岗位均由学校

学生担任。
以少儿邮局为抓手，海棠小学开设

集邮社团，开展邮票设计比赛、邮票知
识系列讲座等 。“目前集邮社团共设置
邮票文化课、明信片手绘课、邮局体验
课等4组课程8节课时，并常态化开展
《手拉手》书信比赛、《老师，您好》书信
邮寄活动。”小海棠少儿邮局指导老师
石晓莉介绍，自小海棠少儿邮局成立以
来，已累计收寄邮件1720封，进口邮件
2480封，订阅各类少儿学习报刊达20
种。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少儿邮局课程培
训，海棠小学在“永远跟党走逐梦新时代”
重庆市少年儿童邮票创作设计大赛中，有
5名学生荣获了一等奖等3类奖项。

接下来，大足邮政还将不断联合学
校开设特色课程、开展特色活动，让学
生进一步领略方寸之间的邮票魅力，让
邮驿文化融于课堂、铭记内心。

黄伟 李平 张熙琳 图/朱大治

成渝古驿道不仅仅是经济大通

道、文化大通道，也是一条展现巴蜀

儿女不屈斗争精神的奋斗之路。

资料记载，1950年2月17日，山

东昌乐人、西南服务团五支队邮电

中队战士刘政文押运去成都的邮

车，驶至大足邮亭铺时，遭遇百余武

装土匪袭击。刘政文临危不惧，指

挥驾驶员吴家康继续行驶前进的同

时，用携带的步枪和驳壳枪交替射

击，枪战约40分钟，终因子弹打光，

寡不敌众，英勇牺牲，年仅19岁。

战时的邮政交通员时刻都有可能

暴露在敌人的刺刀下。无论是往昔交

通员还是今朝邮政人，始终固守的是同

一个信念——“忠贞不渝、使命必达”。

“在动荡不安的时局，成渝古道

以旁观者身份被迫参与整个斗争和

革命的过程，留下众多革命遗址、红色

故事。”大足邮政文传部主任邓启飞介

绍，以校园开设的少儿邮局为阵地，将

地方邮政历史、红色故事融入到教育

活动中，让永不褪色的战邮精神薪火

相传，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以邮润心 让战邮精神薪火相传

链接》》

小海棠少儿邮局

邮亭铺老街

1988年《大足石刻“养鸡女”》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