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克托县法院：司法赋能守护美丽黄河

代表委员联络工作是人民法院广泛听
取民意、自觉接受监督、获得各界支持的重
要途径。近年来，鄂尔多斯市两级法院牢固
树立“监督就是爱护、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
是帮助、监督就是指导”的理念，把主动接受
人大依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社会各界群
众监督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轨道，通
过组织旁听庭审、见证执行、监督司法等活
动的开展，更好回应群众高品质要求，让司
法在阳光下运行。

同频共振，实现定向结对联络工作制度
化。鄂尔多斯市中院建立和规范重大事项
报告、定期走访、电话联络、专题汇报、征求
意见反馈等工作制度，积极推动沟通顺畅、
信息共享、联动推进的代表委员联络常态
化、制度化工作机制，主动接受监督、虚心听
取意见。2023 年初，出台《鄂尔多斯市法院

代表委员联络“4 个 100”工程实施方案》，强
化结对联络责任落实，确保与代表委员“一
对一”精准结对联络，做到联络覆盖100%。

同题共答，促进建议提案落实工作实
质化。为更好地办理答复代表委员意见建
议，鄂尔多斯市中院专门制定一整套完整
的意见建议办理工作制度，推动建议办理
规范化，并全面加强对各级人大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以及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的
跟踪督办工作，开通“代表委员通道”，严格
实施“台账式管理、清单式推进、倒排工期
式督办、动态式管理”机制，确保及时回复
反馈；严格落实“即征速办、即征速改、即征
速帮”工作机制，立行立改、即查即改、严查
严改，深化治建并举，全市法院已制定出
台、修订完善各类制度机制 400 余项；将监
督权与审判权的依法独立行使统一起来，

对重大案（事）件严格“把关”，对疑难复杂
问题耐心细致释法析理，力争依法处理好
每一份意见建议，努力做到让代表委员满
意，让人民群众满意。

同 向 协 力 ，推 动 问 计 问 需 工 作 纵 深
化。鄂尔多斯市中院将“线上见”“请进来”

“走出去”相结合，着力打造“代表委员会客
厅”，灵活运用学习讨论、座谈研讨、政策宣
讲等形式，实现与代表委员“面对面”对话；
深度融合诉源治理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等重点工作，全面推广人大代表促调解的
工作方式；打造“法院+政协”调解工作室，
聘请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内的各行
业的廉政监督员，促进司法权力规范运行；
积极主动邀请代表委员参与法院立案、旁
听庭审、见证执行等环节工作，参加公众开
放日、重大会议、座谈会、新闻发布会等重

要活动，让代表委员近距离感受法院工作、
真正理解支持法院工作。在这一系列活动
中，代表委员们行使着自己神圣的监督权、
见证着法院的发展，“透过文化看法院”“沉
浸式体验”司法服务，法院工作也在一环环
的监督中全面提升。

历史的画卷，在砥砺前行中铺展；时代
的华章，在接续奋斗中书写。在法院工作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该市法院将继续与
代表委员一同，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
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把代表委员联
络工作与审判执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诉源治理等各项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
进，同时创新服务方式，丰富工作方法，将
服务代表委员有机融入法院日常工作，推
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同绘
复兴宏图，共谱法治华章。 （杨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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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司法 同频共振
—— 鄂尔多斯市中院扎实推进代表委员联络工作纪实

环资审判“三合一”
法庭基地共守护

机器轰鸣、车辆如梭，托清经济开发区
托克托产业园内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生
产景象，稳稳支撑着托克托县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

托克托县法院的环保法庭就坐落在产
业园内。“法庭设置之初，主要着眼于就近
监督，对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形成震
慑，所以选址在企业相对集中的产业园
里。近几年，企业的守法意识大大提高，违
法排污等现象已经基本绝迹。现在我们法
庭的工作重点就是通过司法审判和普法宣
传，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向企业和群
众持续宣传‘预防为先’的环保理念。”环保
法庭庭长孙建华介绍说。

在办理涉环资案件中，环保法庭对民
事、行政和刑事相关案件进行“三合一”审
理，开启了环境资源全方位保护新模式，推
进专业化审理。

2021 年，托克托县居民王某某等四人
用弹弓射杀树麻雀 119 只用于食用，后被公
安机关查获。当年 8 月，环保法庭法官与
刑事审判庭法官、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
公开开庭审理了这一案件，并依法以非法
狩猎罪分别判处王某某等四人有期徒刑十
个月至一年不等，同时对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进行调解，由四被告人一次性缴纳野生
动物赔偿款 3.57 万元，专门用于生态环境
修复。

该案件公开庭审中，一些企业职工和
周边群众到场旁听。“是不是可以把法庭打
造成综合性的展示基地，让群众来到法庭
既可以旁听庭审，又可以通过看展览、听讲
解的方式更多了解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知
识？”2022 年，托克托县法院党组决定把法
庭升级成为具备“生态理念宣传、生态法治
教育、生态文化推广、生态司法保护、生态
修复恢复”等多种功能的环境资源司法保
护教育基地。

春来柳绿，施工人员在环保法庭种下
金叶榆、珍珠梅、鼠尾草等植物，设计师在
法庭院墙上精心设计普法版块。“将来人
民群众走进基地，在鸟语花香间驻足浏览
我们的普法墙，一定能更好激发自觉保护
生态环境的意识。”法庭干警们这样畅想
着。

黄河保护“大合唱”
联袂治理聚合力

2023 年 4 月 19 日，在黄河保护法正式
施行半个多月之际，为响应黄河流域九省
区法院《司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山西倡议》，呼和浩特市两级法院
在托克托县召开了贯彻落实黄河保护法暨
法治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经验交流会。会上，全市基层法院签订了
由托克托县法院牵头起草的《呼和浩特市
法院司法保护黄河流域环境资源协作框架
协议》，初步建立起覆盖面宽、层次多元的
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协作机制。

“保护母亲河不能单打独斗、各管一
段，也不能只盯着干流流域，不管支流流
域。”这是在司法实践中托克托县法院干警
得出的宝贵结论。

为破解黄河流域司法保护碎片化、地
方化等问题，托克托县法院组织干警多次
深入呼和浩特市各旗县区和周边盟市调
研，积极探索和完善联动治理模式。

黄河流经呼和浩特市 107.5 公里，先后
经过托克托县和清水河县。2022 年 7 月，
托克托县法院与清水河县法院率先就涉黄

河流域环资审判工作达成协作共识，在信
息共享通报、常态化学习研讨、融媒体联动
宣传、队伍交流共建方面开展协作。“与黄
河沿线兄弟法院进行的有益尝试，更加坚
定了我们拓展环资审判协作‘朋友圈’的信
心。以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为契机，我们
在上级法院的指导下，与各基层法院会签

《框架协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全市范围
内的环资审判常态化司法协作机制，提升
相关案件审理质效。”托克托县法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李建军说。

在辖区范围内，托克托县法院还主动
对接环保、水务、文旅等职能部门，由环保
法庭在黄河流域生态风景区设立法官工作
站，配合各职能部门做好生态保护重点区
域环保工作。在 2023 年的“托克托县第四
届黄河开河鱼节”上，热闹的活动现场首次
出现了“法官工作站”普法展台，很多群众
在品尝传统美食之余，也收获了环境保护
法律知识。“过去黄河边的土山梁、泥沟沟
变成了如今的绿水青山，也带来了乡村旅
游的‘金山银山’，现在又有了黄河保护法，
我们相信以后的黄河两岸会更美丽，乡亲
们日子也更富裕。”

扩大普法“辐射度”
提升意识促发展

“挖了地里的土，是我不对，我愿意尽
最大力量修复。”被告席上，犯罪嫌疑人王
某表示非常后悔。原来，王某擅自在某耕
地内取土、卖土。经鉴定，王某取土占用耕
地面积 16.35 亩，造成耕地种植条件被严重
破坏。

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前夕，托克托县
法院环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非法占
用农用地案件，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机关干部和辖区群众到场观摩旁听。

对待此类黄河流域农村易发的涉环资
案件，托克托县法院没有一判了之、一罚了
之，而是通过公开庭审、召开座谈会、多媒
体宣传等方式，邀请社会各界人士现场观
摩、面对面交流，提高社会各界对环境资源
司法保护工作的关注度。

“黄河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对黄河流
域国土空间严格实行用途管制，禁止违规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希望法院通过典型案
例公开庭审，更多向社会进行普法宣传。”
庭审结束后，一名人大代表说。

在举办这场庭审观摩旁听的同时，托
克托县法院正在开展“黄河保护法宣传月”
活动，利用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前一个月
的时间，密集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引导辖区
人民群众提升自觉保护黄河意识，助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月 23 日，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到托
克托县举办“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活
动，托克托县法院干警作为当地政法机关
代表组成宣传方阵，现场向群众讲解典型
案例、接受法律咨询，号召人们爱护水资
源、珍惜水资源，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宣传月中，托克托县法院还发动全院
干警，让每一名员额法官都组织宣传小队，
开展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黄
河湿地保护区“五进”法治宣传活动 15 次，
以“走出去”的宣传形式，主动推进环境资源
司法保护工作关口前移，让“黄河宁，天下
平”思想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使更多群众
成为大江大河保护“宣传员”和“行动者”，从
源头上减少涉环资司法案件的发生。

（刘琦 安璐）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波澜壮阔的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县的河口古渡展现出“几”字形中最大转弯，并在此分为上游、中游，向南奔腾折入

晋陕大峡谷。黄河，给这座历史悠久的云中古城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吃着黄河鱼，喝着黄河水，家住黄河边，难忘黄河情。”这是千百年来，托克托县人民生活的写照。但是由于多风、少雨、干燥的气候影响和人为破坏，托

克托县的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沿岸一线成为了生态脆弱区，亟待加强保护修复。

怎样以司法服务保障辖区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治理？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托克托县人民法院面前。早在2016年，该院就在内蒙古自治区法院中率先

设立了环境资源保护法庭。近年来，针对“法护绿水青山”的标准和需求不断提高，该院集中力量，以生动的司法实践守护着黄河的秀美和安澜。

22月月1616日日，，托克托县法院环保法庭设立驻神泉景区法官工作站托克托县法院环保法庭设立驻神泉景区法官工作站。。 张云张云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