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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遗产

三清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世
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
家绿色旅游示范基地。巨蟒峰地质遗
迹点位于其核心景区，是具有世界级
地质地貌意义的珍贵遗迹，也是景区
标志性景观。

更重要的是，江西三清山还是世
界自然遗产。

2017年4月15日，3名攀岩爱好者
将 20 多枚岩钉打入巨蟒峰进行攀爬。
在攀爬过程中，打入的膨胀螺栓会形
成新的裂痕，同时也破坏了花岗岩柱
体。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损毁名胜古
迹罪对 3 人立案侦查。但检察机关认
为：张某等3人的行为，仅提起刑事诉
讼不足以弥补其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
害，遂以涉嫌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为由，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在
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在全国性媒体上刊
登公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连带
赔偿环境资源损失计人民币 600 万元，
用于公共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赔偿
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上饶市人民检察
院支付的专家费15万元。

此外，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
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判处张某明有期徒
刑 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被
告人毛某明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张
某免予刑事处罚。

2020年5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该生态破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案
驳回被告人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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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文物安全总体平稳，但打击防
范文物犯罪任务依然艰巨，法人违法问题也依然
突出。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自成

提议：在国家层面通过公益诉讼来促进国有文物
保护。张自成认为：目前文物行政部门在文物保
护上处于“单打独斗、一家独唱”的局面，借助
社会组织和司法力量形成合力，已势在必行。

2018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发布。从那时
起，检察公益诉讼案例明显增多，涉及
领域不断扩展。

依照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
职责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人民检
察院对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
有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
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
当提出检察建议，直至提起诉讼。

在2018年两高发布司法解释时，人
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提起公

益诉讼的涉及范围，可以概括为“4+
1”：“4”指的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1”则特指保护英烈权
益。在后续实践中，检察机关则结合实
际需求，逐步将办案范围拓展至安全生
产、公共卫生、生物安全、妇女儿童及
残疾人权益保护、网络侵害、扶贫以及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在上述背景下，涉及“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文物、文化遗产、自然遗产
的检察公益诉讼案例明显增多。

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领域，检察
机关普遍应用民事、行政两类公益诉讼

方式。在重大诉讼案件中，一些地区已
经开始尝试“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附带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而以提出
检察建议进行“督促”的诉前程序，则
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占了很大比例。

以文化遗产领域为例，涉及侵害文
物或文化遗产的刑事责任，当事人应该

以故意损毁文物罪，故意损毁名胜古迹
罪，过失损毁文物罪，盗掘古文化遗
址、古墓葬罪等罪名被起诉；今后，随
着公益诉讼检察制度逐步完善，在追究
刑事责任同时，还可从民事责任方面，
要求当事人承担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赔礼道歉等侵权责任。

检察公益诉讼案例增多

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多个领域

2019年，重庆市检察机关共立案公
益诉讼案件 2144 件，其中有 32 件涉及
文物保护、公共安全、未成年人权利保
护等领域。2020 年 4 月 9 日，重庆市检
察院发布《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拓展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范 围 的 指 导 意 见 （试
行）》，明确提出在“4+1”之外，拓展

办理涉及公共安全，互联网公益保护，
文化遗产和国家尊严保护，未成年人、
妇女权利保护，消费者、投资者权利保
护等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进一步将

“文化遗产和国家尊严保护”细化为文
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
化资源保护、公序良俗及核心价值观保

护、国家尊严和英雄烈士权益保护等具
体内容。

从全国范围来梳理，自 2019 年起，
各地在打击涉及文物犯罪基础上，又纷
纷将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纳入到检察公
益诉讼范围。2019年 7月，湖北省第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
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明
确检察机关可以在安全生产、文物和文
化遗产保护、电信互联网涉及公民个人
信息保护等领域探索开展公益诉讼工
作。同年 9 月，云南省将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湿地、林草资源、文物和
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中侵害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检察机关公
益诉讼范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
工作的决定》也明确指出文物保护领域
的公益诉讼案件将会重点办理。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张自成委员
还呼吁，应在文物保护法中确立文物保
护公益诉讼制度，并且将文物保护公益
诉讼的主体、被公益诉讼的客体都明确
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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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资 源 是 建 立 国 家 公 园 的 基
础，也多涵括着自然遗产涉及的自然
景观、地质地貌、生态和生物多样
性。在环境与生态保护领域，司法检
察机关已积累了多年实践经验。自
2018 年至今，各地检察公益诉讼中也
出现了一些同时叠加了环保、自然资
源、自然遗产等多重要素的案例。

6月，浙江省检察院出台了全国首
个规范公益诉讼重大案件、特大案件
标准的规定。其中，“在省级以上自然
保护区、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水土
流失重点防治区、海洋保护区、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等范围发生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情节严重或者造成经
济损失 5 万元以上的”，即具备列入

“公益诉讼重大案件”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检察

机关已在环保领域开始与行政主管部
门共同探索加强协调、完善顶层设计
并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2019 年 1 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等9部委
联合印发 《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
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意见》。近年来，生态环境部与最高
检协作日益密切，在国家层面力求实
现“无缝对接”。比如，双方共同完善
环境污染犯罪司法解释，推进检察机
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互派人员加强
业务协作。生态环境部为检察机关提
供大量案件线索同时，也为生态环境
司法鉴定提供保障；检察机关实际办
案中，不再片面追求办案数量规模和
办 案 效 果 统 计 数 据 …… 这 些 先 行 经
验，很快就会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
保护中被借鉴、应用开来。

进入6月，四川省乐山市人民检察
院、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重庆
市武隆区人民检察院共同宣布：在文
物、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领域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实行跨区域合作。三地检
察机关通过建立联席会议、日常联
络、联络员等机制，涵盖了信息共
享、资源共享、案例分享、办案合
作、观摩学习、联合调研、人才交
流、总结提炼等具体工作流程。“重庆
与四川山水相依、历史同脉、文化同
源。乐山、大足、武隆在资源禀赋、

生态环境等方面颇为相似，乐山大佛
—峨眉山、大足石刻、武隆喀斯特同
为世界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通过我
们共同实践，一定能够推动两地司法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依法履行文
物、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法定职责。”
乐山市检察院检察长李鹏飞这样阐释。

7 月 8 日，大足区人民检察院又与
大足石刻研究院设立文化遗产检察官
办公室，由“文化遗产检察官”和

“特邀检察官助理”具体实现公益诉讼
与文物保护协作。

7月 8日，重庆大足区人民
检察院与大足石刻研究院设立

“文化遗产检察官”和“特邀检
察官助理”工作机制，双方将
通 过 建 立 对 口 联 系 、 会 议 交
流、信息通报、线索移送、联
合 巡 查 、 双 出 现 场 、 调 查 取
证、人员协作、专业支持、学
习培训和联合宣传等 11 项机
制，加大对全区文化遗产的保
护力度。大足区检察院确立4名
业 务 骨 干 为 “ 文 化 遗 产 检 察
官”，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

域履行公益诉讼等检察职能。
目前，检察官通过走访大

足石刻研究院、区公安局等相
关部门摸排文物保护公益诉讼
线索，并针对辖区发生的一起
盗掘古墓葬案，拟启动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在依法追究
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同时，追
究其破坏文物财产和文物资源
的侵权责任。

图为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
黎方银 （右） 为文化遗产检察
官办公室授牌。 （陈静摄）

近日近日，，一位网红旅游博主发布一则于一位网红旅游博主发布一则于55月录制的月录制的““探险探险””视频视频，，引发关注引发关注。。
该博主同其伙伴该博主同其伙伴，，以以““探险探险””为由钻过陕西省靖边丹霞自然风景区封闭围栏为由钻过陕西省靖边丹霞自然风景区封闭围栏，，
并在丹霞地貌上随并在丹霞地貌上随
意行走意行走。。

丹霞地貌属于丹霞地貌属于
不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需需
要上亿年时间形成要上亿年时间形成
而且极为脆弱而且极为脆弱，，游游
客的脚印可能需要客的脚印可能需要
6060年以上时间才可年以上时间才可
消失消失。。陕西省靖边陕西省靖边
县内的丹霞自然景县内的丹霞自然景
观是由红砂岩观是由红砂岩、、红红
砂石砂石、、红沙峁组成红沙峁组成
的 一 种 红 砂 岩 地的 一 种 红 砂 岩 地
貌貌，，因岩砂上的纹因岩砂上的纹
路像波浪而被称为路像波浪而被称为
中国波浪谷中国波浪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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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

已有先行经验可供“移植”

实行跨行业、跨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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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大足”有了“文化遗产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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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靖边又发生网红进入丹霞地貌区事件

应尽快制定文物防洪减灾规划

针对2020年一些文物遭受洪涝灾害影响的现实，建议首先
要开展汛期文物险情排查与风险评估。特别是可能存在脱落、
倾倒等危险的古树名木、古桥、古塔、古建筑的墙体、结构险
情等应给予重点排查和专项评估，必要时应设立警示标志，确
保人员和文物安全。对排查中发现已经出现险情的文物本体应
及时采取有效的遮盖、加固、支顶、围挡、排水、防渗等措
施，控制险情的发展。

针对我国缺乏文物保护单位防灾减灾专项规划的现状，文
物部门应尽快启动有关规划的编制工作。首先，洪涝灾害往往
具有流域性，开展文物建筑的防洪减灾规划编制工作要考虑空
间尺度问题。在宏观层面要开展区域性 （行政单元尺度） 文物
防洪减灾综合规划研究，解决宏观尺度下区域性洪涝特征与文
物保护的保护与管理对策问题；中观层面要注重各个文物保护
单位的保护管理保护规划中防洪减灾专题研究，解决文物保护
单位范围内应急管理、应急抢险的协调与布置问题；微观层面
要针对单个文物建筑本体的防灾减灾具体措施的选取，针对文
物本体在洪涝灾害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险情提出具体的应对性措
施，保证出险后第一时间可以进行本体的抢险修复或防止险情
进一步发展。

如何构建文物灾害风险管理框架？

在制定防洪减灾规划时，也亟待开展文物洪涝灾害风险刻
画研究，制定针对性的应急预案。开展文物风险专题调查，评
估文物本体的鲁棒性与易损性，分析洪涝灾害本体损害的危险
性，形成文物本体风险区划；与此同时，了解洪涝灾害过程中
区域尺度、文本保护单位尺度、文本本体尺度下文物损害的敏
感性或程度，全面分析文本本体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科学评
估洪涝灾害对文物本体的影响，明确监测预警、指挥调度、文
物抢救、人员救援、事故处置等应急处置措施，形成有针对性
的文物建筑防汛应急预案。

开发文物灾害风险综合分析平台系统，能提升文物风险管
理效能。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区块
链、地理信息系统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搭建文物灾害风
险线上线下监测系统，形成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专题数据
库，开发文物灾害风险专题评估系统和专家诊断系统，建立在
线风险诊断云支持平台，进而整体提升文物灾害风险管控水
平。

在制定规划的同时，还需按照“谁主管、谁使用、谁负
责”的原则，明确文物保护单位产权人或者管理使用人为文物
安全第一责任人，夯实文物度汛安全主体责任。在系统总结历
年文物防汛救灾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强对影响本地区文
物安全主要因素、重点地区、重要节点等的分析，高度关注气
象和地质灾害预报，准确把握文物安全形势，有针对性的强化
各项安全措施。同时，主动与当地气象、国土、公安、消防、
交通等部门联系与沟通，实现信息共享、应急联动。此外，建
立文物抢险培训演练制度，可以有效提高文物管理部门的风险
管理效能，提升文管部门及时报告、快速响应、有效应对、妥
善处置效率，将灾害损失降到最小。

万金红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
防洪减灾、水利文化、遗产保护等研究。为“十三五”国家重
点研发项目“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研
究”洪涝灾害专题负责人。

6 月以来，我国江南、华南、西南暴雨增
多，多地发生洪涝地质灾害，一些地方文物单
位受到洪水威胁。

据国家文物局不完全统计，截至 7 月 7 日
下午16时，南方11省份有130余处不可移动文
物因洪灾受到损失，一些文物单位受损严重，
安徽黄山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桥、宣
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乐成桥，四川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维会师桥、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蒙古伸臂桥、哈尔桥、阿斯
久桥等，被洪水冲毁；湖北武当山五龙宫龙虎
殿，湖南朱家大院、体仁堂、龙山里耶瞿家大
院和吴杨支祠等古建筑，因洪水房屋倒塌严
重，汛期文物安全形势较为严峻。

中国急需
文物防洪减灾方案

万金红

降雨和洪水如何摧毁古建？

在缺乏专业防洪减灾措施下，文物建筑在遭受洪水袭击的
时往往会遭受毁灭性打击。这些破坏过程包括：

冲击破坏：洪水在水位差的影响下，产生水压形成水流直
接冲击建筑和构筑物，破坏性极大。木结构、砖混结构就会发
生严重的动力破坏。一般来说，洪水的流速越大，对文物建筑
物的危害较大。

浸泡破坏：长时间洪水浸泡，会造成对房屋主体建筑材料
力学性能的劣化、地基承载力的扰动和不均匀沉降，从而引起
古建筑的结构破坏或者失稳倒塌。有研究表明，土遗址遭受洪
水浸泡24小时以上，即可出现毁灭性的损毁。

波浪荷载破坏：强风作用下波浪荷载也是造成古建筑损坏
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 6 至 9 级风力作用下，浸泡在水中的古
建筑墙面单位面积的水压力能达到2-10千帕，此时古建筑物的
门窗部位极易损坏。

堆积淤埋破坏：山洪泥石流灾害往往会夹杂大量的杂木、
大块颗粒物等，这些杂质在沉积的过程中往往会掩埋山丘区的
跨河桥梁、沿河古建筑等，进而导致文物建筑的淤埋破坏。

摩擦破坏：洪水中的细小颗粒物对运动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物造成强烈的冲击和摩擦，长时间的摩擦侵蚀极易造成古建筑
的结构受损，尤其是一些山区的古桥梁、河道上的古堰坝等。

图为靖边丹霞自然风景区景观图为靖边丹霞自然风景区景观。。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 靖边县新闻中心靖边县新闻中心））

河北省检察院日前开展为期1年的长城保护公益诉讼检察专项活动。
据了解，此次专项活动将重点专注：对因风化、自然灾害以及植物生长等原

因造成长城损毁的情形，有关单位不依法履行维护管理职责的；对长城本体被刻
画、涂污或者被擅自改变用途、擅自拆除后拒不履行修缮义务的违法行为，未依
法采取监管措施的；对未经批准在长城保护范围内擅自进行工程建设或者爆破、
钻探、挖掘、取土、取砖 （石） 作业等违法行为，未依法采取监管措施的；对未
经批准，在长城保护范围内开发旅游项目、建设娱乐设施、对长城历史风貌造成
破坏的违法行为，未依法采取监管措施的等。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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