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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乡宁静之地助母亲河寻回“清净”
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法院让法律“跃”出文本汇入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李亮●唐旺勋

滔滔黄河，万古奔流。穿越历史的烟云，伟大的黄河母亲昼夜不息地滋养

着三晋文化、孕育着一代代的三晋儿女。“黄河安”与“三晋安”，在千年风雨中荣

辱与共。

乡宁县，位于吕梁山南端的黄河东岸，雄踞于山西省临汾西南一隅，北接吉

县、南连河津。气势磅礴的黄河一路劈山斩石，从吉县柏山寺乡河头村奔涌入乡宁

县枣岭乡。因当地煤炭资源丰富，开采“地下黑金”曾经让乡宁县“风光无限”，但这

种单一发展模式对黄河流域生态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今，当人们渐渐意识

到母亲河面临的危机时，逐“绿”而行便成了新的发展理念。“戎子干红一瓶酒”“紫

砂文创一把壶”“大美云丘一座山”成了乡宁县新的文化“名片”。“由重转轻”“由黑

变绿”的思想转型，让黄河在这山乡宁静之地，逐渐找回了曾经的“清净”。

青山环绕，举目葱翠。7月22日，“行走万里黄河 报道法治中国——黄河流

域九省区法治媒体大型全媒体行进式报道”山西段采访团来到乡宁县，跟着乡宁

县人民法院法官的步伐，一路感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跳”出字里行

间、“汇”入绿水青山的美好历程。

“如今，环境变好了，我们的果树长得也
更茂盛了。”空气清新、果树林立的枣岭乡驮
涧村，村民老张一边喜笑颜开地向记者分享
着身边的变化，一边将化肥废弃袋整齐地码
放在院角，等待回收。

就在2023年初，驮涧村还是一片“脏乱
差”之地。农药包装废弃物被随意丢弃于田
间地头，农用覆盖膜肆无忌惮地“横”在大小
沟渠里。珍贵的土壤、水源终日饱受着被持
续污染的风险，不远处的荒滩上不时飘来废
弃物的异味。

“这样的现象，不只我们村有，谭坪、漫
水滩等好几个村也差不多。”回忆起过去恶
劣的环境状况，老张皱起了眉。

多个村庄农药包装废弃物管理不到位，
引起了乡宁县人民检察院的高度关注。
2023年11月，一纸环保公益诉讼的诉状摆在
了乡宁法院环资审判团队的面前。

“这是我院环资审判团队成立后，审理
的第一件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了解案情后，
我们及时联系相关行政部门，通过释法明
理，督促其多措并举加强对农药包装废弃物

的管理。”乡宁县法院环资审判团队负责人
文军介绍道：“2023年底，在相关行政部门的
治理下，农用废弃物回收贮运站成功落户驮
涧村，乡宁县的农用废弃物也终于‘有家可
归’了。”

为了确保数量庞大的农用废弃物精准
“到家”，在乡宁县法院的监督下，“农资管
家”APP在广大农药经销商的手机上亮相。

“客户购买农资时，必须进行登记、形成
完整的销售记录。通过该记录，我们可以清
晰地了解所购农资的数量、时间和地址，以
便定时上门回收。”沿街的一家农资经销店
里，售货员随手点开了“农资管家”，让记者
现场体验了一把方寸间即可追踪废弃物的

“科技感”。
过去，套在苹果上的一个个塑料袋，既

是“护身符”，也是污染源。时至今日，随着
乡宁县法院公益诉讼的圆满落幕，塑料袋的

“罪恶感”减轻了，阳光照在上面金光灿灿，
竟也成了一道风景线。“向绿而行”的自豪
感，让站在果林里的老张挺直了腰杆儿：“这
回，俺收果子的时候，再无‘后顾之忧’啦。”

满目疮痍的采矿区，摇身一变成了连翘
生长地。光华镇尧西村委海子沟的半山腰
上新增的二百余株连翘绿意盎然，这既是鄂
河（黄河支流）边的新“画卷”，也是乡宁县法
院守护黄河的新“答卷”。

海子沟距鄂河不到四公里，在此非法采
砂，不仅会破坏鄂河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
水土流失，还可能在强降雨天气里增加山体
滑坡的风险，对山下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造
成威胁。

2022年5月，汪某和刘某做起了开采砂
岩的营生，挖掘机等机械的轰鸣声自此打破
了乡村的宁静。尘土飞扬中，一吨吨砂岩接
二连三地被运往他乡，曾经平整的土地一片
狼藉，野生动物们也不见了踪迹。

“采了一阵子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
公安的电话，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犯法了！”
电话采访中，汪某向记者讲起了他改过自新
的过程：“经过慎重考虑，我和老刘当即决定
主动到公安机关配合调查，并将非法所得全
额上缴国家。”

2023年6月，乡宁县法院受理了汪某和
刘某非法采矿案，并敦促其加紧修复受损地

面，早日在非法采矿区完成连翘种植。
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非法采矿罪？生

活中，很多人对此充满疑惑，甚至有人误以
为路边随处可见的石头、河道内数不胜数的
砂石都不属于“矿产”，所以随便开采、使用，
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却不自知。2023年，黄河
保护法实施后，为了提升群众保护生态的意
识，乡宁法院进一步加强了普法力度。

“我们走进矿产资源比较集中的村落和
周边矿企普及法律知识，告诉大家非法采矿
罪侵犯的对象是‘矿产资源’，具体指由于大
自然的地质作用而形成的、存在于地壳内或
地表之上，并具有现实利用价值的，以固态、
气态、液态形式天然存在的自然资源。”乡宁
县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英迪结合案例
现场普法：“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未经相关
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不得擅自开采任何自然
资源。”

采矿区变连翘地，黄河母亲“乐开颜”。
绿意葱笼的连翘丛里，色彩斑斓的蝴蝶翩然
起舞，一只野兔从洞口探出头仰望着蔚蓝的
天空，小动物们的“乐园”回来了。生命，在
这方小小的土地上再次焕发出无限的活力。

“从前，临河而居的村民时常将生活
垃圾倾倒在黄河里，似乎在大家心里，波澜
壮阔的母亲河永远不会‘生病’。”通往乡宁
县沿黄生态资源司法保护站（以下简称“黄
保站”）的路上，在黄河边长大的张英迪回
忆起了年少时的经历。

其实，在过去的年月里，除了倾倒垃
圾外，钓鱼、挖沙、狩猎也是黄河人家的日
常操作。但自从黄保站成立以来，村民们
在法院的一次次普法宣传中，潜移默化地
掌握了法律知识、提高了环保意识，对母亲
河的态度也从无所顾忌的索取，变成了呵
护有加的关爱。

2023年6月18日，黄保站在岭上法庭
正式挂牌，成为乡宁县法院成立的第一个
集巡回审判、诉前调解、生态修复、法律咨
询、普法宣传为一体的专门性环境保护司
法基地，对乡宁县黄河流经区域的生态资
源实施全方位的法律保护。

保护母亲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所以在办理每一件环资案件时，都力求实
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张英迪
动情地说。

2020年8月起，庞某在沿黄的个别玉
米地里架设“电猫”，非法狩猎山羊、野猪、
野兔等动物。2022年8月，狩猎中的庞某
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借首个“全国生态日”之机，乡宁县法
院将该案在黄保站进行巡回审理，并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周边村民旁听，当庭
宣判：“庞某在禁猎期使用禁用的方法狩
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构成非
法狩猎罪……”

“此案审结后，在村民间引起了较大
的反响。大家不仅对‘禁猎期’有了深刻的
认识，甚至个别村民还反思起自己儿时上
山打鸟、捉兔、捕野鸡的行为，直言‘普法宣
传很重要’。”问及案件办理的成效，岭上法
庭庭长师武勇笑着说。

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法律需求，也为
了最大限度地普及黄河保护法，黄保站的
法官们一得空，便会开车拉着一沓沓普法
宣传资料驶入沿黄村落，走街入户把相关
法律知识送到村民的身边。

“你瞧，现在普法宣传资料就是随车
必备品。对我们来说，自己的水杯可以忘
记拿，但普法资料不能忘。”师武勇指着后
备箱里的“法宝”打趣道。

人不负黄河，黄河定不负人。夕阳
西下，记者站在绵软细腻的黄河滩上举
目四望，波光粼粼的河水映衬着峻峭的
峡谷，郁郁葱葱的绿植装饰着连绵的群
山，大美黄河一片安宁。沿黄 22 公里全
段，分布着丰富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遗
址以及现代特色农业等文化旅游资源，
为乡宁的经济发展开辟出了更多新路，
也让当地群众见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公益诉讼圆满落幕

塑料袋的“罪恶感”减轻了

采矿区变成连翘地

小动物的娱乐场所回来了

审理一案教育一片

“爱护黄河”变成了群众自觉

法官走进连翘地法官走进连翘地，，““验收验收””受受
损土地的修复成效损土地的修复成效。。

法官走进果林法官走进果林，，询问村民农用废弃物的去向询问村民农用废弃物的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