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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是第49个世界环境日，上午10时，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2019年以来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的重点工作进行了总结，并以问题为导
向、以审判为视角，就进一步推进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做出了工作部署。 省高法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杜小雨出席会议并发布《吉林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
（2019.1-2020.4）》及《吉林法院环境资源典型案例（2019.1-2020.4）》。

2019年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11225件，审结10909件，结案率为97.18%。 2020年1-4月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091
件，审结1858件，结案率为88.86%。

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

省高法发布环境资源10大典型案例

刑事类

基本案情：
2017年10月至11月间，被告人冷某为种

植红松，未经林业部门批准，雇佣被告人秦
某某、谭某某、宋某某、边某某、于某某、王某
甲、林某某、崔某某、王某乙、王某丙、王某
丁、万某某、刘某某等人在通化县四棚乡二
棚村三道洋沟其本人所有的天然林内滥伐
林木。 经鉴定， 被砍伐的林木立木蓄积
1016.3208立方米， 且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数量巨大。

裁判结果：
通化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冷某犯

滥伐林木罪、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十万元； 被告人王某甲等15人被判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通化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部分被告人具有从犯、坦
白等情节，一审判决量刑不当，且16名被告人
积极缴纳了全部罚金，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对部分被告人作出改判。

冷某等16人滥伐林木、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石某某等10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8年9月，被告人石某某、陈某甲、陈

某乙、张某、刘某某在没有取得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没有环保设施的情况下，共同协
商出资成立炼铅厂，收购废旧电瓶冶炼铅块
销售。 炼铅厂于2018年10月24日开始从事
收购废旧电瓶、冶炼铅块销售活动，雇佣被
告人范某某、陈某丙、陈某丁在现场负责管
理，雇佣若干工人对收购的废旧电瓶进行拆
解、粉碎、熔炼，生产铅块。在生产过程中，废
水和有害废气直接排放。 至案发前，炼铅厂

共计非法处置废旧电瓶327.84吨，销售冶炼
铅块66块， 共计154.47吨， 销售金额达
2523669元。

裁判结果：
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

人石某某等10人犯环境污染罪，判处有期徒
刑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各被告人
违法所得。同时判决石某某等10人赔偿应急
处置费用80万元。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对部分依法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数
额进行调整，其余维持一审判决。

李某某非法狩猎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0月至2019年12月期间， 被告

人李某某在吉林省长岭县永久镇某村自家
院内私设粘网2张，用于狩猎鸟类。侦查人员
在其家中发现“三有”动物鸟类活体12只，鸟
类死体159只，共计171只及捕猎工具粘网2
张。 经讯问，李某某供述以上鸟类为其在院
中设立2张粘网所获。

裁判结果：

长岭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人李
某某违反狩猎法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
节严重。 长岭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
某某犯非法狩猎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 鉴于
李某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
实，认罪认罚，可从轻处罚。 遂判决被告人
李某某犯非法狩猎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个
月。

四平市人民检察院诉徐某某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徐某某在未获得行政机关

登记、审批的情况下，在吉林省伊通满族自
治县某地建造镀锌厂厂房， 为铁件镀锌。
2018年3月至11月，徐某某雇佣李某某等七
人参与生产。 在生产过程中，李某某等人将
含锌的有毒有害工业废水通过暗管排放到
集体耕地内一处未经防渗处理的渗水井中，
严重污染了周边环境。 2018年12月27日，伊
通县人民法院以徐某某等八人犯污染环境
罪， 判处徐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其他被告人拘役并处罚金的刑罚。经检察机
关委托鉴定，徐某某的行为污染土壤面积为
677平方米，体积为465立方米；土壤污染修
复费用为171785.55元。同时，鉴定机关出具
了修复方案。 检察机关支付鉴定费50000
元。

裁判结果：
2020年4月22日，经四平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庭审中主持调解，四平市人民检察院与
徐某某当庭达成调解协议： 一、 徐某某于
2020年10月31日之前按照司法鉴定意见书
中的修复方案对所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并
经伊通县生态环境局验收合格； 鉴定费
50000元，徐某某从2020年起每年的5月1日
前支付10000元， 直至支付完毕止，2020年
应支付款项当庭支付。 二、如徐某某未能于
2020年10月31日之前按照司法鉴定意见书
中的修复方案对所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并
经伊通县生态环境局验收合格，徐某某应于
2020年11月1日前一次性支付修复费用
171846.35元以及鉴定费50000元。 三、徐某
某在吉林省省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
礼道歉（已当庭履行完毕）。

民事类

白城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某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2年6月1日，镇赉县沿江镇人民政府

与王某某签订协议书， 约定王某某将承包地
24公顷全部重新造林，造林施工由王某某负
责，林权归王某某所有，承包期限25年。 合同
签订后，王某某以树栽不活为由，将承包的土
地，一部分自己耕种了玉米，一部分转包他人
耕种玉米等农作物达五年， 改变了承包合同
约定的土地用途。 王某某耕种的地块中有
18.4公顷位于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内。 2018年3月22日，镇赉县沿江镇人民政
府以王某某多年未履行合同义务， 私自改变
土地用途，通知其停止一切经营活动，解除承

包合同。 吉林省白城市人民检察院发现王某
某在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非法
种植农作物，构成了生态环境损害，认为其行
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遂提起对王某某的
民事环境公益诉讼， 请求王某某赔偿生态环
境修复费用并给付鉴定费用。

裁判结果：
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王某

某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开垦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草原种植玉米， 对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生态环境构成了损害， 其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遂判决王某某赔偿生态环境修复
费用874000元，并给付鉴定费用50000元。

基本案情：
2019年6月22日，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有限公司某工务段（以下简称工务段）为清
除铁路沿线杂草， 在铁路沿线喷洒除草剂，
除草剂自铁路沿线边沟流入灌溉农田的河
流，造成有害水流流入张某某等21名村民的
水田中，导致村民种植的面积超1.66公顷的
稻苗枯死，造成经济损失6万余元。经村领导
及村民代表与工务段协商赔偿事宜未果，村

民诉至法院，请求工务段停止侵害并分别赔
偿张某某等21名村民农作物经济损失。

裁判结果：
该案经吉林铁路运输法院主持调解，当

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一、工务段对张某
某等21名村民所耕种的土地停止侵害并一
次性给付赔偿金，赔偿金于2019年10月1日
前给付；二、张某某等21名村民自愿放弃其
他诉讼请求。

张某某等21人诉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某工务段水污染责任
纠纷系列案

陈某某与通化某有限责任公司、徐某某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陈某某与通化某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

年2月1日签订《探矿权转让合同》，约定了案
涉探矿权转让价款， 通化某公司在合同生效
后九个月内仍未能将案涉探矿权更名到通化
某公司名下，陈某某有权解除合同。 2014年6
月9日，通化市政府同意国土资源局将案涉探
矿权转让给通化某公司。 2015年9月21日，国
土资源局将案涉探矿权由祥查项目升级为勘
探； 另于2016年9月16日下发责令改正通知
书， 明确勘察许可证到期， 责令办理相关手
续。 通化某公司未能将合同所涉探矿权变更

登记在其名下，案涉探矿权灭失，双方成讼。
裁判结果：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通化某

公司应承担陈某某的合理损失； 陈某某因未
依约提供最低勘探投入对探矿权灭失存在过
错，应承担通化某公司合理损失的70%。遂判
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 通化某公司给付陈
某某121万余元。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认为，陈某某对于探矿权灭失不承担责任，通
化某公司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 对双方承
担损失部分予以改判，判决通化某公司给付
陈某某501万余元。

珲春林业局诉珲春市牧业管理局草原行政登记案

行政类

基本案情：
案涉草地为岩山沟247.50公顷草原，位

于吉林省珲春市板石镇湖龙村。 1992年11
月，原国家林业部向珲春林业局颁发《国有
林权证》， 将包括案涉草原在内的林地交由
其管理、占有、使用。 1989年10月，珲春林业
局与珲春市政府签订《牧业用地委托经营
书》，同年12月，与板石乡政府签订《牧业用
地委托经营书》， 并依据上述两份合同给珲
春市板石镇湖龙村村民委员会颁发草原证，
1996年换发《牧业用地使用权证》。 2008年6
月，珲春市牧业管理局向湖龙村颁发面积为

416.50公顷（包含案涉争议草地）的《吉林省
草原使用权证》。 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相关通知， 将案涉岩山沟草地中162公
顷纳入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
珲春林业局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珲
春牧业局颁发给湖龙村的面积为416.50公
顷的《吉林省草原使用权证》。

裁判结果：
珲春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撤销上述草

原使用权证。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再审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德惠市人民检察院诉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
府不履行环境保护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德惠市人民检察院在德惠市朝阳乡政

府辖区松花江河道管理范围内发现有
6051.5立方米垃圾，无序堆放，未作防渗漏、
防扬散及无害化处理。德惠市人民检察院于
2017年4月18日向德惠市朝阳乡政府发出
检察建议书，建议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违
法存在的垃圾堆放场立即进行治理。德惠市
朝阳乡政府向德惠市人民检察院回复称已
制定整治方案。但德惠市人民检察院其后四
次复查现场，发现德惠市朝阳乡政府未依法
履行监管职责，故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
确认朝阳乡政府不履行对垃圾处理的监管
职责违法，判令其立即履行监管职责。

裁判结果：
德惠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中案涉

垃圾是德惠市朝阳乡区域的生活垃圾，且该
垃圾堆放场位于德惠市朝阳乡区域松花江
河堤内，属于松花江河道管理范围，德惠市
朝阳乡政府只对该事项负有管理职责，监管
职责应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使，故德惠市
朝阳乡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裁定驳回起
诉。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一审裁定。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
审认为，二审法院对乡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职责”作出限缩解释不妥。遂裁定
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德惠市人民法院对
本案进行审理。

和龙林区人民检察院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林业管理局不依法履行法
定职责公益诉讼执行案

基本案情：
和龙林区基层法院于2017年5月9日作出

行政判决，确认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林业管理局
对安图县白河红石采石场非法占用林地的行
为未依法全面履行监督职责违法，责令延边州
林管局继续依法履行监督职责，限期恢复被违
法占用和毁坏林地的植被。 2018年5月18日，
和龙林区基层法院对该案立案执行，但由于延
边州林管局没有还林专项资金，场地执行难度
大且还林标准、执行监督等问题无参照，遂由

吉林省延边林区中级法院提级执行。
执行结果：
延边林区中级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加强

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听证会确定还林参数
标准；创设性提出代履行机制。另外，延边林
区中级法院还就代履行机构是否实际履行，
是否达到国家标准等问题，与检察机关共同
建立了监督机制。 经过近半年努力，白河红
石采石场已重现绿水青山。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执行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