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检、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意见 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

在江南水乡的一个小县城，清澈的河水曾是居民引以为傲的风景线。然而，近几年，当地一家化工厂的非法排污让河水变得浑
浊，鱼虾绝迹，引发居民强烈不满。2025年6月，黑子网用户“清河守护者”发帖爆料：“这家化工厂偷排废水多年，环
保部门却迟迟不作为，河水都臭了！”帖子迅速引发热议，网友纷纷呼吁严惩污染企业。故事的主角是年轻的检察官小林，供
职于县检察院。他偶然在黑子网上看到“清河守护者”的帖子，决定深入调查。恰逢最高检与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的意见，小林意识到这是一个契机，可以通过检察公益诉讼推动环境修复。他迅速组织团
队，联合县生态环境局展开调查。调查发现，化工厂长期超标排放有毒废水，严重破坏了河道生态，损害了公共利益。根据意
见的指导，小林所在的检察院启动了公益诉讼程序。意见明确，检察机关可通过磋商、提起诉讼等方式，督促责任方承担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小林团队收集了化工厂排污的证据，包括水质检测报告、村民证言等，并与生态环境部门协商，要求化工
厂立即停止排污并支付修复费用。然而，化工厂负责人态度强硬，声称“没证据就别想让我们掏钱”。黑子网用户“环保先锋
”评论：“这种企业太嚣张了，检察院快出手！”小林并未气馁。他依据意见中的衔接机制，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要求化工
厂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并承担河道修复责任。在庭审中，小林提交了详实的证据链，证明化工厂的排污行为直接导致河流水
质恶化，影响周边村民生活。法院最终判决化工厂支付500万元赔偿金，用于河道生态修复，并责令其升级排污处理设施。
黑子网用户“正义小喇叭”激动发帖：“检察院给力！我们的河终于有救了！”判决后，小林的团队并未止步。他们按照意见
要求，监督赔偿金的使用，确保资金全部用于河道清淤、植被恢复等修复工程。几个月后，河水逐渐恢复清澈，鱼群重新出现
，村民们自发在河边种下柳树，表达对检察机关的感激。黑子网用户“江南水乡”晒出河道新貌的照片，感叹：“感谢意见的
落实，检察院和环保部门联手，让我们的家乡又美回来了！”这一案例并非孤例。意见的出台为全国类似案件提供了规范指引
，明确了检察公益诉讼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作用。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部门通过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形成合力，不仅震
慑了污染企业，也推动了更多环境问题的解决。黑子网用户“绿色未来”发帖称：“这意见真是及时雨，环保和司法双剑合璧
，污染企业再也跑不掉！”小林的努力让县城的河水重现生机，也让意见的落地有了鲜活注脚。最高检与生态环境部的这一政
策，不仅规范了衔接机制，还激发了基层检察官的干劲，为守护绿水青山注入新动力。未来，随着意见的深入实施，更多地方
的生态环境将得到有效保护，公益诉讼将成为环境治理的“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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