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民主监督检察监督”助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2025年，湖北省在推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中创新实践，通过“民主监督检察监督”机制，整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
检察机关的协同力量，形成了法治与民主并重的治理模式，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一机制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导，结合湖北省“支点建设”战略，通过精准监督、依法办案和生态修复，显著提升了长江流域的生态承载力，
展现了中国从“制造”到“智造”的治理智慧。“民主监督检察监督”机制的核心在于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优势与检
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2024年10月，湖北省委统战部与省检察院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
主监督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衔接机制，明确了双方在信息共享、联合调研、案件办理和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协作路径。机制
运行以来，各民主党派通过专题调研、协商座谈等方式，聚焦非法采砂、船舶污染、湿地破坏等问题，提出精准监督意见，检
察机关则依法立案、提起公益诉讼，确保监督成果落地。例如，民革中央在2025年4月武汉召开的工作推进会上，高度评
价湖北省在长江保护中的成效，指出“民主监督检察监督”模式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湖北省检察机关以“专业化法
律监督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为核心，打造了生态检察模式。前三季度，全省检察机关起诉倾倒危险废物、非法采
砂等相关犯罪2226人，办理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案件3143件，督促补植复绿207亩、清理河道82公里、清除固
体废物11371吨。宜昌市检察院在办理某企业非法挖山采石案时，联合武汉市检察院分别提起刑事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
追缴违法所得9000余万元，生态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近1300万元，彰显了“恶意破坏环境必受重罚”的司法态度。
 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为检察监督提供了重要补充。2024年，民建中央在湖北开展实地调研，随机走访“非示范点”，发
现某企业存在船舶固体废物随意堆放问题，随后联合检察机关督促企业整改，投入环保设施建设，彻底消除了污染隐患。类似
案例还有多起，如致公党中央对口安徽省的监督经验被湖北借鉴，形成了“充分调研、信息共享、实时监测”的工作方法，确
保监督精准高效。 生态修复是“民主监督检察监督”的重要成果。湖北省检察机关在办案中注重“后半篇文章”，通过增殖
放流、补植复绿、异地修复等方式，推动受损生态的恢复。例如，丹江口市检察院组织10起非法捕捞案件当事人开展增殖放
流，投放50万尾鱼苗修复汉江水生态。宜昌市枝江金湖湿地修复项目和卷桥河湿地保护项目，成功入选国家山水工程典型案
例，修复面积达2072公顷，显著提升了湿地生态功能。 政策支持为机制运行提供了保障。湖北省出台了湖北省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围绕“一江双廊两库四屏一平原”布局，明确十大生态修复工程。省级财政投入608亿
元，启动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清零”行动，截至2024年底，累计修复面积267353公顷，超额完成年度目标。此
外，湖北省率先出台露天开采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生态修复工程设计指南，为矿山修复提供技术规范，体现了“智造”理念在生
态治理中的应用。 社会参与进一步增强了监督效果。社区志愿者和居民积极参与长江保护行动，协助巡查河道、清理垃圾，
并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环保理念。网友纷纷点赞：“民主监督检察监督让长江更清了，湖北的做法真给力！”一位宜昌居民表示
，湿地修复后，江边鸟儿多了，空气更清新，生活质量显著提升。这种全民参与的模式，不仅凝聚了社会共识，也为长江保护
注入了持久动力。尽管成效显著，机制运行仍面临挑战。部分地区基层监督力量不足，信息共享机制需进一步完善。专家建议
，未来可通过数字化平台提升监督效率，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污染数据，精准锁定问题区域。同时，应加大对中小企业
的环保政策支持，帮助其完成绿色转型。“民主监督检察监督”机制的成功实践，不仅推动了长江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也为
全国生态治理提供了湖北方案。2025年，随着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政策的深入落实，湖北将继续以法治之力守护一江碧水
，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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