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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
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
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
可以准许采取替代性修复方式”。
　　记者了解到，在环境公益诉讼的
司法实践中，常会判定被告人修复被
损坏生态环境，但对于一些存在“执
行难”的案件，选择替代性修复方式
可以弥补整体生态环境的功能损益，
从而达到修复效果。
　　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孟祥雷进
一步解释道，认购碳汇机制通过引导
违法者以经济补偿形式，支持创汇主
体实施植树造林、森林经营管理、植
被恢复等生态修复项目，从而在异地
间接恢复受损区域的生态服务功能。
这一模式不仅巧妙地绕开了直接修
复可能遇到的执行障碍，实现了生态
损害责任的灵活承担，而且促进了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
转化。
　　作为环境司法领域的一项创新
实践，认购碳汇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的新途径，已在全国多地试点，成
为司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新路
径新方法。
　　以该案办理为契机，区检察院牵
头与区法院、区自然资源局、区海洋
发展局、自然碳汇研究院（青岛）有限
公司等七部门会签《关于以认购碳汇
方式替代性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根据《意见》，在破坏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案件中，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人能够在破坏区域原地修复或者恢
复生态环境的，优先选择适用原地修
复或恢复方式，无法或者没有必要在
原地原样对受损公益进行修复的情
况下，可以适用认购碳汇替代性修复
受损公益，行为人认购的碳汇金额作
为替代履行生态修复的费用。
　　记者从区检察院了解到，为充分
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秉持恢复性司法
理念，该院还将探索建立碳汇交易、
增殖放流等方式替代性修复受损生
态环境和资源的机制，以“检察蓝”守
护“生态绿”，用心用情守护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

　　所谓“绿碳”是充分利用绿色
植物的光合作用来吸收二氧化
碳。如扩大森林绿地面积、保有健
康的湿地、给高楼和立交桥架的
水泥立面种上爬山虎等都是绿碳
的重要组成部分。
　　“蓝碳”又称“海洋碳汇”，是
指利用海洋生物吸收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海洋中的
过程、活动和机制。红树林、海草
床、盐沼等三大滨海蓝碳生态系
统在我国分布相对广泛，单位面
积固碳潜力较大。
　　据介绍，海洋储存了地球上
约93%的二氧化碳，据估算为40万
亿吨，是地球上最大的碳汇体，并
且每年清除30%以上排放到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海岸带植物生物
量虽然只有陆地植物生物量的
0.05％，但每年的固碳量却与陆地
植物相当。在时间尺度上，与碳在
陆地生态系统可储存数十年相
比，埋藏在滨海湿地土壤中的有
机碳和溶解在海水里的惰性无机
碳可储存千年之久。

西海岸新区首例适用通过认购“蓝碳”进行替代性修复的公益诉讼案件宣判

非法毁林采矿，认购“蓝碳”赔偿

毁林采矿4.5亩，被判认购“蓝碳”19.215吨

　　□本报记者 李宛遥

　　7月1日，黄岛区（西海岸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的一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由黄岛区（西海岸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丁某某和夏
某某自愿以认购海洋碳汇（又称“蓝碳”）的方式，替代性修复被其破坏的
生态环境。该案系西海岸新区首例适用通过认购“蓝碳”进行替代性修复
的公益诉讼案件。

　　2023年6月底，丁某某根据夏某
某的授意，清理某村南侧河道。施工
过程中，丁某某在河道中游南侧林
地，擅自毁林4.5亩，非法采矿300余
车次，共计9000余立方米砂土及石
料，销售后获利17.62万元。
　　区检察院审查认为，丁某某、夏
某某涉嫌非法采矿罪，于2023年12月
8日提起公诉；同时认为丁某某、夏某
某未经许可，擅自开采矿产资源，造
成生态功能损失和采砂区域周边环
境破坏，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于同
年12月25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要求被告夏某某、丁某某承担
生态修复费用、期间生态服务功能损
失的赔偿责任。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该涉案地块
矿产种类俗称风化砂，系建筑用砂。
经委托鉴定，涉案地块所需生态环境
修复费用78606元，毁坏地块总蓄积
10.5立方米，可吸收二氧化碳19.215
吨，根据鉴定报告出具前一个交易日

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挂牌协议交
易收盘价计算，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
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
损失费用为1353元。
　　2024年7月1日，该案迎来一审宣
判。区法院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
讼请求。被告人丁某某因非法采矿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夏某某因犯
非法采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
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
元。同时，法院追缴丁某某违法所得
人民币152200元，禁止夏某某在缓刑
考验期内从事与矿产资源相关的任
何生产、经营活动。
　　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法
院判令丁某某与夏某某连带承担生
态环境修复费用共计78606元，并需
要通过购买“蓝碳”的方式，赔偿因
生态环境受损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
功能丧失所导致的损失费用，共计
1353元。

认购碳汇成为司法助力“双碳”新路径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近日，黄岛区（西海岸
新区）人民法院开展珍贵濒危野生
植物保护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中，干警们介绍了常见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讲解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
规，并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法，让群
众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危害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犯罪的严重后果，引导群众
树立保护野生植物的法律意识。
　　下一步，区法院将持续开展形
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积极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立足审判职能，严厉
打击非法采集、交易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行为，为新区生态环境保
护贡献法治力量。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日前，区司法局会同
薛家岛街道开展2024年度惠企政策
法律服务督导活动，特邀山东恒信
通律师事务所张成祥、丛壮两位律
师作惠企政策落实辅导讲座。
　　活动中，两位律师重点围绕“惠
企政策查询平台使用方法”及“相关
补贴政策申报程序”等内容对参会
企业进行指导，让企业能够实时查
询惠企政策，确保企业应享尽享政
策红利。活动现场，与会企业负责人
认真听、仔细记、踊跃问，纷纷表示
收获颇丰。区司法局认真听取企业
意见建议，并记录反馈至相关部门
作为政策优化参考。
　　下一步，区司法局将继续增强
服务企业的主动性、针对性，当好惠
企“服务员”，把各项惠企政策精准
推送给企业，持续擦亮“法惠企航·
益企向未来”服务品牌。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为持续加强民法典的
宣传普及工作，助力平安校园建设，
提高校园师生法治观念，区法院隐
珠法庭日前联合孙家滩社区幼儿
园，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法典
普法小课堂。
　　课堂上，隐珠法庭法官助理耿桂
彩结合幼儿园教学实际，用浅显易
懂、生动活泼的语言，围绕民法典中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内容，详细
解读了民法典的制定背景、关于民事
行为能力的年龄认定，以及民法典中
关于姓名权、隐私权、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等法律规定，引导广大教
师提升法治观念，教育孩子们提高自
我保护和自我防范能力。
　　下一步，区法院将持续加强民
法典普法宣传，深入开展青少年法
治教育活动，以法治护航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

宣传野生植物保护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落实惠企政策
确保应享尽享

送法进校园
“典”亮成长路

法治传真

　　据本案办案检察官介绍，鉴
定机构对4.5亩被损地块周边杨树
林进行了现场调查。经调查、测
量，周边杨树林与毁坏地块杨树
林均为同年种植，杨树地径约10
厘米，株高约12米。按照山东省杨
树材积表，毁坏地块属于鲁东丘
陵区，适用一元地径材积表，4.5亩
受损地块可种植林木375株。当林
木地径为10厘米时，单株林木蓄
积为0.028立方米，毁坏地块林木
总蓄积为375×0.028=10.5立方米。
　　相关数据显示，林木每生长1
立方米蓄积量，大约可以吸收1.83
吨二氧化碳，则375株林木吸收二
氧化碳为10.5×1.83=19.215吨。
　　经市场调查，2023年12月11
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全国碳市
场碳排放配额挂牌协议交易收盘
价为70.38元/吨，则造成森林生态
服务功能损失的林业碳汇价值为
19.215×70.38=1353元(进位取整)。

认定碳汇19.215吨
怎么算出来的？

“绿碳”“蓝碳”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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