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进入新时代，检察官要着力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提高履职本领。江苏检察机

关将“专业化”作为 2018 年江苏检察“关键词”，突出加强检察专业能力建设。近期，

我们推出“新时代检察官”系列报道，围绕江苏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通

过展示主要业务条线检察官办理的典型案件，“以案说人”，推出一组新时代检察官

或检察官办案组群体，树立新时代检察官的职业形象，从而激励广大检察干警在服务

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征程上不断提高司法履职本领，努力答好新时代检察工作人民满

意答卷。 

 

山海边的“蓝色娘子军” 

     一场春雨过后，连云港市吴山林场空气清新，蓝天如洗。连云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杜丽君、民行科科长张杨两位女检察官，和区法院、区林业执法大队相关人士一起，

现场监督于某“补植复绿”：一棵棵精心挑选的黑松苗，随着春雨错落有致地栽入土

坑，山林更添新韵。 

     于某是一起滥伐林木罪的当事人。2017年 6月 27日，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

度正式确立。第二天，于某涉嫌滥伐林木罪一案移送至连云区检察院。杜丽君和张杨

敏锐地发现，这不仅是公益诉讼全面实施后连云区院的第一起公益诉讼案，也是江苏

非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办理的首例公益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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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该案立案审查，第二天，杜丽君、张杨等人一同前往 30公里外查看林木

毁损现状，核实被砍伐林木蓄积量，由林业专家计算出生态效益损失值，出具修复意

见。经查询全市无适格组织后，连云区检察院选择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方式，经

层报省院审批同意，2017年 8月 31日，该案被诉至法院。 

     2017年 12月 5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支持检察机关诉讼请求：被告人于

某犯滥伐林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在指定地点补种黑松苗 2000株，并

保证成活率达到 95%以上。于某当庭服判。 

     6天后，这则案例登上了《检察日报》头版；两个月后，案例入选连云港市 2017

年度“执法司法十大典型案例”，张杨获评“感动港城十大最美政法干警”。 

    “案件尘埃落定那一刻，内心既有满足，更有对未来的信心。”杜丽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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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案件办理过程环环紧扣，可谓一气呵成。”张杨说。 

老练与信心从哪来？早在 2015年，连云区检察院的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就已

经探索上路。连云区检察院为什么要探索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时代和地理

位置都亮出了答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愈发成为全社会共识，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

高检在包括江苏在内的 13个省市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而位于苏北沿海的连云港，

山海相拥，生态资源丰富，环境类型多样。2014年起，连云区法、检集中管辖海州区、

赣榆区的资源环境类案件。因此，积极发挥职能呵护生态，连云区检察院责无旁贷。 

但在江苏省内，连云港并非公益诉讼试点地区。“我们没有坐等。根据实际情况，

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探索开展这项工作。”分管民行的杜丽君说。一直以来，连云检

察的环保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在办案业务、司法协作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譬如，

该院推动开展了港区矿砂粉尘污染治理、燃煤小锅炉专项整治等。 

不光有经验，连云检察还有人才。生于 1967年的杜丽君从检近 30年，行事果敢而

心思缜密；生于 1981年的张杨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有着天生的热情，并先后经过数载

法院民事审判、检察公诉岗位的历练。 

毕竟不是试点院，没有授权就不能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经过反复研讨，她们选择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形式，同时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通过生态补偿追究被告人民事

责任，修复受损资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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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法、有思路、有方案，省检察院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和支持。随即，在省、市院

指导下，该院率先探索刑附民公益保护诉讼。这担子主要压在 4位女干警身上，除了

杜丽君和张杨，还有生于 1976年的洪媛媛、生于 1987年的马萌。 

2015年 6月，尹某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作为全省环境资源刑附民诉讼第一案被

起诉到了连云区法院。 

过程并不容易。因为是探索，无前路可寻，所以既得有预案，也得见招拆招。首先，

她们与区法院会签了《关于依法办理资源环境案件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就诉讼流

程、证据标准、庭审模式、裁判方案等关键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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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她们多次赴环保、海渔、林业等机关走访调研并召开联席会，协调组建海洋

渔业资源、林业资源、环境污染定损专家组，分别就个案出具专业定损鉴定报告，并

科学确定修复方案，解决取证、鉴定难题。 

根据与法院建立的司法协作机制，她们还将修复方案在庭审前送达被告人及辩护

人。鉴于此类案件一般罪行较轻，她们一般建议法庭适用缓刑，以实现惩罚犯罪、修

复受损环境、帮助罪犯回归社会“一诉三赢”的效果。判决后，持续做好跟踪监督。 

回到尹某一案，数名被告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判处一年至二年三个月不等的

有期徒刑，部分适用缓刑，向指定海域增殖放流中国对虾苗 1365万尾。这一案件成功

入选全国环境资源十大典型案例，并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公告》作为典型案例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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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省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启动，杜丽君、张杨经遴选成为员额检察官，

洪媛媛、马萌则作为检察官助理。四人组建环境资源专业化办案组，实现“专业、专

人、专案、专办”，有人戏称身着制服的她们，是守护山海的“蓝色娘子军”。这支

“娘子军”既融为一体又角色清晰。“2员额+2助理”，中青年组合，攻坚克难时，

兵团作战，发挥集体优势，分工司职时，杜丽君组织协调，张杨主攻办案，洪媛媛鼎

力协助，年龄最小的马萌作为内勤，同样出彩，由她完成的工作经验总结在省法学会

民诉法研究会获奖。 

改革春风吹拂之下，办案程序进一步规范，专业化办案机制和多项衔接机制也进一

步完善，“娘子军”办起公益诉讼案件更是得心应手，该运用诉前程序督促履职的有

的放矢，该大胆提起诉讼的绝不含糊。从 2015年截至目前，共针对污染环境、滥发林

木、非法捕捞类案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9件 19人，诉讼请求全部得到法院判决支

持，受损公益均得到有效修复。 

不少兄弟院慕名前来，想一睹这支距离大海最近的“蓝色娘子军”风采。今年 3月

7日，苏浙两地“检察公益诉讼研讨会”在连云区检察院举行。第二天，妇女节，“娘

子军”们在讨论案件时互道一声“节日愉快”，窗外的大海，在阳光下闪耀着澄澈的

蓝。（杨占厂 丁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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