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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塞外天池”回归“自然美景”
凉城县人民检察院生态监督助力岱海综合治理工作

岱海，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城东南5公里处，

是我区第三大内陆湖泊，素有“草原

仙湖”和“塞外天池”美誉。作为凉城

人民的“母亲湖”，岱海在调节气候、

保持水土、修复生态、涵养水源方面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内蒙古自治

区东部的呼伦湖、西部的乌梁素海共

同构成了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天上月亮圆又亮，地上明珠闪银

光，明珠就是那岱海水，岱海岸边是

我家乡，春风吹绿岱海水，岱海儿女

情意长，万亩良田渠成网，千条林带

排成行。”一曲悠扬的《岱海渔歌》表

达出了当地广大干部群众对于岱海

的由衷热爱。但是，从上世纪末开

始，随着降雨量的逐年减少、人类活

动用水量的增大，岱海水位逐年下

降，水域面积逐年减小，水质不断恶

化，曾经的“万顷波涛涌碧空，千层白

浪起峰峦”美景不复存在，令人痛心

疾首。

殷殷关切寄厚望，谆谆嘱托催奋

进。为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

于保护治理好岱海的重要指示精神，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人民检察院于

2018年4月专门设立了岱海保护区检

察官办公室，2019年将其升级为乌兰

察布检察机关首个自然保护区生态

检察室——岱海生态检察室，组建了

由1名员额检察官带领2名检察辅助

人员的专业化办案团队，专司岱海生

态环境保护监督职责。截至目前，岱

海生态检察室已办理涉岱海流域治

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38件，督促恢复

岱海湿地面积约 5.5 万亩，为岱海每

年节约地下水及减少截留地表水167

万立方米，受到了上级机关和社会各

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2018 年以来，凉城县检察院紧紧围绕
“公益守护”这一核心，以岱海生态环境治理
为着力点，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按照国家“一湖两海”综合治理规划和《乌兰
察布市岱海黄旗海保护条例》规定，积极探
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生态检察新路子，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把岱海水生态保护作为生态检察的重
中之重，建立健全“检政”衔接机制，与县国
土、环保、林业等七部门会签了《关于加强协
作推进行政公益诉讼促进依法保护国家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意见》，明确了监督内
容、程序和手段，建立了联席会议、工作联系
机制、信息共享和通报制度，全面加强岱海
生态环境共护共治工作。2023年2月，该院
与县纪委监委、县委巡察办会签了《关于建
立纪检监察机关、巡察办检察公益诉讼协作
机制的意见》，进一步加大了岱海生态环境
保护监督力度。

“除了治理岱海本身，岱海周边生态
环境治理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史
慧洁说。2023 年 3 月初，该院检察人员在
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中发现，岱海周边
地膜存在污染生态环境现象。对此，检察

人员进行了深入的走访调查，通过现场勘
查、询问当事人、拍摄照片等方式固定了
证据，依法对属地乡镇政府和县农牧和科
技局制发了检察建议，建议其全面依法履
行各自职责，加强宣传引导和督促指导工
作，组织协调完成废旧地膜回收利用，有
效防止地膜污染。

为加快解决废旧地膜残留问题，凉城
县检察院于 2023 年 4 月 3 日上午组织召开
了公开听证会，督促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形
成工作合力，确保彻底消除地膜污染。会
后，相关部门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有序
推进废旧地膜清理工作，并书面回复该院。
该院检察人员经实地查看，确认覆盖在田间
地头的废旧地膜已经被彻底清理。

针对岱海周边违法占用耕地建设养殖
场污染水体的问题，凉城县检察院向辖区乡
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
职责，消除非法占地状态，共恢复被占耕地
3.37亩。

2022 年 9 月 20 日，岱海生态应急补水
工程正式通水。2023 年 4 月，凉城县检察
院联合县河长办、生态、水利等多部门就河
湖管理、河湖排污、河湖非法采矿、水资源

管理等方面召开了河湖保护跨部门协作交
流座谈会，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巡河和排
污企业巡查工作，持续深入推进河湖安全
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和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
专项行动，通过工作联系、信息共享机制，
向相关部门移送河道线索 3 件，办理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 2 件，开启了岱海生态环境
保护治理新篇章。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凉城县林业
和草原局办公室主任白雪芳在参与岱海水
生态综合治理工作调研后表示：“凉城县检
察院在生态检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立足
公益诉讼职能服务岱海水生态治理方面成
效明显，凉城人民有目共睹，我特别给予点
赞。”凉城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孙
芳表示：“保护治理好岱海是利国利民、造福
凉城人民的大事好事，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绝不能让岱海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消失。”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如今，岱海水生
态及其周边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碧波荡
漾的岱海美景再次映入人们眼帘，人们纷纷
来这里休闲观光、拍照留念，“塞外天池”成
为了凉城县名副其实的“地理名片”。

（郭成 杨刚 王燕）

“经常去岱海周边看一看，让生态检察
监督成为常态。”岱海生态检察室负责人史
慧洁多次对该团队成员说。

2018 年，当时的岱海保护区检察官办
公室对该县22条河道内违法采砂阻塞河水
入岱海的情况进行立案调查，排查出 47 家
砂场存在滥采乱挖行为，严重影响岱海湿地
保护，随意堆放的砂石影响周边农作物生
长，滥采乱挖形成的深坑存在安全隐患。对
此，凉城县检察院及时与县水利部门沟通，
并依法制发检察建议，建议水利部门依法关
停违法砂厂，恢复河道生态环境。收到检察
建议后，县水利部门对违法开采的47家砂场
全部封停，但河道内遗留的砂石和深坑仍然
阻碍河道行洪，河道泄洪补水能力并未得到
有效恢复。岱海保护区检察官办公室持续跟
进监督，多次协调水利部门召开现场会议，就
河道修复方案反复进行沟通，水利部门对采
砂造成的深坑进行了填埋并修筑了河堤。

在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相关部门履
职的同时，岱海保护区检察官办公室秉持

“专业化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
化综合治理”的生态检察理念，对岱海周边
黄河流域河道治理范围依法进行监督。该
办公室发现县内黄河流域支流河道受损严
重，而黄河流域支流河道的疏浚关系到岱海
生态应急补水工程的实施，遂于 2018 年 12

月对非法采砂造成黄河支流河道受损行为
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对破
坏环境者进行“恢复性”惩罚，即恢复黄河支
流受损河道疏水功能。2019年3月22日，凉
城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支持凉城
县检察院的全部诉讼请求，破坏环境者支付
的河道修复赔偿款全部用于修复受损河道。

岱海生态检察室办案团队组建以来，
该团队成员经常奔走在生态监督一线，通过
与岱海附近居民交谈，深入了解岱海周边生
态环境管理情况和存在的问题。2019 年 4
月，办案团队成员了解到岱海湿地被违法承
包给 66 户个体经营户建设房屋进行养殖，
造成 4 万余亩岱海湿地遭到严重破坏。对
此，凉城县检察院向县林业和草原局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对岱海湿地违法养殖行
为进行整改。收到检察建议后，县林业和草
原局向县政府作了专项汇报，县政府高度重
视，迅速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开展
了联合执法行动，共拆除岱海周边 66 户养
殖用房164处，恢复岱海湿地面积5.5万亩，
为岱海综合治理节约资金1100余万元。

从 2020 年起，岱海生态检察室办案团
队成员对 22 条入岱海河流开展巡河工作，
在巡河过程中，发现岱海周边流域河道内存
在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问题，该院依
法向相关单位制发检察建议，清理河道垃圾

2000吨，疏浚河道407公里。
2022年3月，岱海生态检察室办案团队

成员在对岱海周边环境进行巡查时，发现部
分废弃矿山存在废石体量大、占地面积大、
无序堆积等情况，遂向凉城县自然资源局发
出检察建议，建议责令矿山地质环境责任人
恢复地质环境。经过两个月的督促整改，完
成了废石清理、场地平整、植被恢复等工作。

2022年4月，岱海生态检察室会同市县
“河长办”、水利部门等单位工作人员，对该
县 22 条入岱海河道进行了公益诉讼检察

“回头看”，通过实地走访，发现之前河床内
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遍布等“四乱”现象得到
很大改善，因非法采砂行为被破坏的河道得
到有效修复，河道非法采砂行为已被有效遏
制。

“对于发现的破坏生态行为，随时可
以咨询岱海生态检察室。”凉城县岱海自然
保护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建军说。2022年
5 月初，该中心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发
现，居民郭某非法占用岱海周边部分草地
并阻碍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施工进度，
遂主动与岱海生态检察室办案团队联系，
办案团队认为该案已达到刑事立案标准，
建议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最
终，郭某因非法占用岱海草地被凉城县人
民法院判处刑罚。

“检政联动”共护“一湖碧水”

“生态检察”助力“岱海治理”

检察人员察看岱海湿地恢复情况检察人员察看岱海湿地恢复情况。。

针对地膜污染针对地膜污染
召开听证会召开听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