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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 月 20 日电 （记者张天培）记者从公安部获

悉：2021 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非法采矿案、破坏

性采矿案 520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9600 余人。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开展“昆仑”系列专项行动，依

法严厉打击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等犯罪活动，侦破了一批重

大案件。据介绍，各地公安机关紧盯群众反映、排查发现、媒

体曝光的各类问题，广辟线索来源，加强破案攻坚，会同有关

部门联合开展了打击盗采黑土泥炭、打击“洗洞”盗采金矿等

专项整治行动，依法严打各类破坏矿产资源犯罪活动，侦破了

内蒙古巴彦淖尔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非法采矿案、吉林敦化

周某鑫等人非法采矿案、黑龙江东宁某煤矿非法采矿案等一

批大要案件，有力震慑了违法犯罪。

公安机关依法严打各类破坏矿产资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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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20日电 （记者李红梅）记者从中国气象局

获悉：“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在现有 7 个国家大气本底站和即

将建成的广东新丰国家大气本底站基础上，在胶东半岛、黄

淮、四川盆地等区域选址新建 8 个国家大气本底站，实现 16 个

气候系统关键观测区国家大气本底站全覆盖。增建国家大气

本底站，将有助于增强大气本底观测能力和温室气体本底浓

度联网观测能力，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科学支撑，

助力应对气候变化。

作为较早开展该项观测业务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建立

了青海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和北京上甸子、黑龙江龙凤山、

浙江临安、湖北金沙、云南香格里拉、新疆阿克达拉区域大气本

底站共 7个国家大气本底站，形成国家级大气本底观测网络。

我国将新增8个国家大气本底站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科学支撑

2020 年 7 月 1 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施行。两年来，司法机关不

断筑牢森林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屏障，以法

治之力守护苍翠林海。

生态优先、保护优先：
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森林生态

“修订后的森林法确立了‘生态优先、保

护优先、保育结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生态

优先、保护优先，是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

林资源，加快国土绿化，保障森林生态安全

的基础。”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谢德

体表示。

2022 年 1 月，由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

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吴

某等 6 人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开庭审理。

据 悉 ，该 案 涉 及 被 非 法 砍 伐 的 林 木 蓄 积

454.84 立方米，当地林地植被受到严重损

害。对此，检察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 6 名被告人在各

自参与的滥伐、运输、收购林木的数量范围

内，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 10.4 万

余元，并在市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这起长沙市首例从非法砍树、运树到收

树“全链条”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

案件当庭宣判，岳麓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 6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十一个月至一年不

等，检察机关提出的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全部

被法院采纳。“对于森林资源的保护，不仅要

禁止和惩罚盗伐、滥伐行为，还要切断盗伐、

滥伐所得林木的流通途径。”岳麓区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廖剑聪表示。

这一案件也是司法机关以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保护森林生态的缩影。2019 年

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涉及森林资源的一

审 案 件 403989 件 ，其 中 民 事 案 件 268180
件。今年 6 月 14 日，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及

10 个配套典型案例，着力完善生态环境法

律适用规则体系，依法推动森林资源的科学

保护和合理利用。

保育结合：
保 障 科 学 及 时 恢 复

森林生态系统功能

2018 年 10 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

分院公益诉讼部门负责人李庆在案件管理

网络系统查看案件时，一份判决引起了他的

注意——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

张某奉、赵某辉在奉节县某国有山林内毁林

开荒，损毁面积 118.43 亩的重点公益防护林

地用于种植药材，被判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同时，判决书列明其二人在法院审理期间主

动修复。

“这么大面积林木，是否补植到位？”李

庆心里一直惦念。经调查，张某奉、赵某辉

虽然主动补植树苗，但原受损林地并未得到

有效修复，且二人经济困难，无力承担数十

万元罚金。“既然无力承担赔偿费用，那就

‘以劳代偿’。”李庆认为。

在办理该案过程中，李庆发现，当地还

有 4 起与该案类似的刑事案件。经详细调

查取证，第二分院对张某奉、赵某辉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要求二被告进行生态修复或承

担修复费用；对另外 4 起刑事案件中某农业

公司及 9 名当事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

对毁林地块进行生态修复并管护 3 年或承

担相关费用。

2020 年 12 月，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对 5 起案件统一作出一审判决：被告

张某奉、赵某辉等 11 人和某农业公司对毁

损林地，按照司法鉴定书所载修复方案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补植补造，并管护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如被告在上述期限内

未履行该义务，则应承担生态修复和管护费

用；并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在重庆市级媒

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宣判后，当事人

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森林法明确了‘保育结合’，对此应立足

森林环境要素特点，创新修复方式，保障科学

及时恢复森林生态系统功能。”谢德体说，从

这一系列案件可以看到，司法机关秉持恢复

性司法理念，引导行为人从生态环境的“破坏

者”转变为“修复者”，实现了司法的法律效

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相统一。

近年来，“异地补植复绿”“替代性修复”

等创新措施不断涌现。贵州省检察机关通

过推行“罚种树”举措，将民事赔偿情况纳入

刑事犯罪评价体系，促成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通过补植复绿等方式修复生态环境；浙江

省湖州市安吉县人民法院组建 120 名法院

干警组成的“森林法官”队伍下沉 215 个乡

村（社区），目前基本实现环境资源刑事案件

“一案一修复”；吉林省长春林区中级法院

2018 年以来共签订“复绿补种”协议 164 件、

补种林地 886.74 亩……

可持续发展：
推 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森林资源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兼具经济

价值和生态价值。

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的景迈山，是我国著名古茶山之一。 200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间，被告人歪某在未

办理林地占用手续及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

况下，擅自将位于景迈山的某国有公益林砍

伐、围割，用于种植茶树，非法占用林地 10.6
亩，砍伐、围割林木 142 株。犯罪后，歪某投

案自首。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对

此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中，就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组织双方达成调解，

由歪某赔偿森林植被恢复费用 3392 元并当

庭履行。就刑事部分，法院认为被告人歪某

已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歪某拘役四

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

“近年来，当地部分村民受利益驱使，非

法侵占周边林地、毁林种茶。”云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人民法院通过“刑

罚+修复”的责任方式，有效保护了景迈山

古茶林的生存环境，引导公众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自然资源。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

主任王翔看来，修订后的森林法施行两年

来，为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

森林资源提供法治保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与森林生态保护相协调。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着力解决资源

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举措。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

库，具有固碳增汇等重要生态功能。司法实

践中，福建、贵州等地已出现侵权人自愿通

过认购林业碳汇方式替代履行森林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例。

最高法 6 月 14 日发布的《解释》中明确，

对于以林业碳汇为客体的新类型担保，人民

法院在坚持物权法定原则基础上，依法保护

担保物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同时，允许当事

人通过认购经核证的林业碳汇方式，替代履

行森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可

以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意见、不同责任方式

的合理性等因素，依法予以适用。

“当前，我国已将林业碳汇作为国家核

证自愿减排量项目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正在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鼓

励林业碳汇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参与温室气

体自愿减排交易。”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林金

星表示，近年来司法机关的一系列举措，不

断完善林业碳汇交易规则，巩固森林生态系

统碳汇能力、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碳汇增量、

助力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

上图：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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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今年7月1日，是修订后
的森林法施行两周年的日
子。两年来，司法机关坚持
森林法确立的“生态优先、保
护优先、保育结合、可持续发
展”原则，不断筑牢森林生态
环境的司法保护屏障，以法
治之力守护苍翠林海。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把自然讲给你听R

夏至的“至”，强调的是天文意
义上的极致。这一天我国大部分地
区日照时间为一年中最长，太阳高
度角达到了一年中的最大值

6 月 21 日，是今年的夏至。

夏至的“至”是什么意思呢？是到来的意思吗？其

实，这里的“至”指的是“极、最”，强调的是天文意义上的

极致。“极致”，其中又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北半球白昼时间在一年中最长。夏至

当天，除海南等地外，我国大部分地区日照时间为一年中

最长，且昼长均大于夜长，越往北昼越长。如哈尔滨日照

时间在 16 小时左右，南京可达 14 小时，即便在海口，也有

13 小时。

第二层含义是太阳高度角（即太阳光的入射方向和

地球地平面之间的夹角）最大。日晷，是古代利用日影

测得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夏至这天，太阳光直射日晷

的晷针，无法形成影子以在晷面上指示时刻——从现代

天文学的角度，这种现象的出现，就是因为此时的北半

球太阳高度角最大，几乎直射北回归线区域。在我国

大部分地区，夏至这天，太阳高度角达到了一年中的最

大值。

事实上，整个二十四节气都与太阳高度角紧密相

关。古人发现，随着太阳的移动，物体的影子也会相应移

动。利用仪器，他们还慢慢发现了日影最短的夏至和日

影最长的冬至，并通过测量相邻两年的冬至时刻，确定了

一个回归年的长度。接着，又利用日影长短变化规律，结

合气候寒暑变化规律，确立了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

秋、立冬等，逐渐勾勒出一年四季的图像。

日照时间最长、太阳高度角最大，那么夏至是不是一

年中最热的一天呢？其实，因为光照时间长、地表太阳辐

射充足，夏至时气温确实会比较高。但夏至之后，因太阳

光照将向南再次“扫描”北半球，热量还会继续积蓄，之后

我们才会迎来夏季最热的两个节气——小暑和大暑。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气温的高低，气象学给出了标

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超过 35 摄氏度时称为高温，达

到或者超过 37 摄氏度时称为酷暑。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夏至虽热，却

是万物生长最茂盛的时候。

（作者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

席专家，本报记者李红梅采访整理）

夏至的“至”，
是什么“至”？

朱定真

本报北京 6 月 20 日电 中央气象台预

计，20 日夜间至 21 日，华南江南强降雨将持

续，22 日起雨带北抬。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

气预计持续到 26 日，局部地区可达 40 摄氏度

左右。20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

预警、高温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与自然资源部

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预计，20 日夜间至 21 日，华南中北部、江

南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

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2 日起雨带

北抬，22—24 日，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南

部、黄淮、江淮、江南北部沿江附近等地将有

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29 日，西北地

区东部、华北南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

淮、江南西部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还将有一

次较明显降雨过程。

受 持 续 性 强 降 雨 影 响 ，珠 江 流 域 西 江

发 生 2022 年 第 4 号 洪 水 ，北 江 发 生 2022 年

第 2 号 洪 水 ，并 再 次 发 展 成 流 域 性 较 大 洪

水 。 据 预 测 ，西 江 水 位 可 能 继 续 上 涨 并 较

长 时 间 维 持 高 水 位 运 行 ，北 江 可 能 发 生 大

洪 水 。 珠 江 防 总 于 20 日 12 时 启 动 防 汛Ⅱ
级应急响应。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 20 日继续召开防

汛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

部、自然资源部会商研判，视频连线浙江、安

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防办，分

析研判当前汛情和发展趋势，进一步调度部

署珠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防汛救灾工作。目

前，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已

派遣 3 个工作组和专家组在广东、广西、江西

一线协助地方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水利部维持广东、广西 2 省区水旱灾害

防御Ⅲ级应急响应和浙江、安徽、福建、江西、

湖南、贵州、云南 7 省Ⅳ级应急响应，共有 6 个

工作组和专家组在广东、广西指导洪水防御

工作。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进一步调度珠

江流域水库群，全力减轻西江、北江下游和珠

江三角洲防洪压力。

广西气象台 20 日 9 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

预警，重大气象灾害（暴雨）Ⅱ级应急响应持

续生效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紧急接收调运 5 万件中央救灾储备物资，

并于 18 日晚安排 4 台运输车辆，连夜向梧州

市和贵港市调运 630 顶帐篷。19 日，广西救

灾物资储备中心投入 30 台运输车辆，紧急向

柳州、桂林、梧州、贵港、玉林、贺州、河池、来

宾 8 市调运救灾物资 1.3 万件。

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 20 日 11 时升级发

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未来 4 天，鄱阳湖湖区

仍将持续上涨且可能发生超警 0.4 米左右的

洪水。江西省防办下发防汛值班信息，要求

各地做好当前河湖高水位情况下涉水作业群

众安全保障工作。江西省防指派出 2 个工作

组分别赴上饶市、景德镇市协助指导强降雨

防范应对工作。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与湖南省气象局 20
日联合发布湖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预计自 20 日 20 时至 21 日 20 时，受降雨影响，

湘南、湘西局部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

险较大（黄色预警）。湖南省气象局预计，20
日至 21 日，湖南强降雨南压减弱，22 日以阵

性降雨为主。

（综合本报记者李红梅、邱超奕、王浩、庞

革平、郑壹、杨颜菲、周欢、王云娜报道）

南方强降雨持续 雨带逐步北抬

多地多部门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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