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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
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大熊猫国

家公园，陕西省宁强县青木川镇的
部分区域被纳入其保护范畴

2025年4月3日
《方圆》记者开启了一场对国宝

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工作的走访之
旅。在青木川镇青木川村，昔日的
垃圾山如今已被7000棵郁郁葱葱的
刺槐所覆盖。护坡王草种嫩芽在春
风吹拂下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
重生的喜悦。而这正是“检察蓝”守
护“国宝大熊猫”的又一力证。

建筑垃圾污染熊猫家园

2022年年初，陕西省检察机关的
检察官对秦岭区域大熊猫国家公园
及周边地区展开常态化巡护工作。

其间，一条线索进入检察官们
的视野：在距离大熊猫国家公园陕
西片区500米的一处山坡上，大量水
泥块、石块等建筑垃圾随意倾倒，树
木横七竖八地倒在乱石之间，粗略
估算，约有3亩林地遭到毁坏。

当行至青木川镇青木川村一村
民小组时，检察官们又目睹了另一
番景象——从大熊猫国家公园蜿蜒
流出的金溪河河道边，废弃砖块、水
泥块随意堆放。河道之内，废弃水
泥袋、塑料胶带随着水流肆意漂浮。

面对此景，宁强县检察院当即
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全力固定证据
材料。凭借长期积累的生态环境公
益诉讼办案经验，检察官察觉到：这
些生产生活垃圾，不但污染了秦岭
区域金溪河河道的生态环境，还致
使大熊猫国家公园附近的林地遭到
破坏，对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系统构
成了威胁。

检察官们通过多种方式深入探
寻。他们邀请专业人员进行现场勘
验，仔细询问当地住户，调取相关资
料后了解到那些约 18 立方米倾倒、
堆放的废弃砖块、水泥块、水泥袋
等，源自青木川镇青木川村附近村
民修建房屋的建筑垃圾。

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坐落
于秦岭核心保护区。虽说倾倒固体
废物、毁坏林地之处不在该公园范
围内，但其与公园的直线距离仅
500 余米，每逢降雨，裸露的坡地
经雨水冲刷，裹挟着泥土的雨水径
直流入金溪河，引发水土流失，致
使此段金溪河水变得尤为浑浊，水
生态环境遭受损害。金溪河还是青
木川镇居民的主要生活用水来源，
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系统的安全也受
到影响。

“检察+”协同治理

“为给大熊猫国家公园营造更
为纯粹的生态环境，此前已经组织
林区百姓完成了整体搬迁。”青木川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民委员会主任魏
世明向《方圆》记者介绍，此地作为
陕西境内秦岭区域唯一纳入大熊猫

国家公园的区域，肩负着秦岭生态
环境暨大熊猫保护的双重重任。

宁强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廖富明向《方圆》记者介绍：“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陕西省乡村规划建设
条例》相关规定，2022年年初，我
院向青木川镇政府提出检察建议，
督促其对涉案违法行为依法履行监
管职责，保护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系
统安全。”

青木川镇政府迅速响应，组成
整改工作专班，魏世明全程参与整
改。他回忆道：“收到检察建议后，
镇里及时开会部署，村里积极参与
落实，逐村宣传秦岭生态环境暨大
熊猫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镇上和
村里还层层签订了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书。”

“在倾倒建筑垃圾现场，我们将
人工捡拾与工程机械转运相结合，
清理转运违规倾倒的建筑垃圾和零
散生活垃圾118立方米，并在被破坏
的林地坡面和道路边沿补植7000株
刺槐，播撒40斤护坡王草种，问题已
全面整改到位。”魏世明回忆说。

如今，走在青木川镇上，已然不
见昔日堆放的建筑垃圾与生活垃
圾，环绕青木川镇的金溪河河水清
澈见底，污水管网实现集中处理，卫
生厕所改善成效显著。记者也看到
曾经堆满建筑垃圾、因树木压垮而
狼藉的破坏现场已经全面覆土、绿
化，旧貌换新颜。

在宁强县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
与青木川镇政府的合力组织下，大
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及其周边生
态环境得到持续治理。森林覆盖率
稳步提升，河流水质不断优化，大熊
猫及其他野生动物栖息地安全得到
切实保障。

除了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合力
护园，还有一群坚守在大熊猫国家
公园一线10余年的巡护员，他们工
作在陕西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青木川保护站，是这片土地
的“忠诚卫士”。平日里，巡护员
身兼数职，在周边缓冲区，他们化
身“防火卫士”，时刻紧盯森林防
火，捡起游客丢弃的烟头、易燃
物，制止劝返违规进入者，守护山
林安全。在核心保护区，他们每次
三四人结伴同行，背着行囊、简易
炊具，巡护途中还不忘科研任务，
为红外相机换电池、存储卡，记录野
生动物踪迹。

织密熊猫家园保护网

正是凭借着“检察+行政+一线
巡护”的协同治理模式，大熊猫国家
公园的生态保护网越织越密。

廖富明向《方圆》记者介绍，为
形成生态安全的保护合力，宁强县
检察院于2022年9月联合宁强县林
业局、陕西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等10部门以及秦岭区域县
内9个镇（办），共同签署《秦岭生
态环境暨大熊猫保护公益诉讼行动
纲领》。

依据该《行动纲领》，在起步阶
段，检察机关先着力于内部联合。
自 2023 年起，更是将协同范畴拓
展至跨区域联合巡护体系。其中，
内部联合表现为与行政机关紧密携
手，宁强县检察院协同宁强县秦岭
区域 9 个镇 （办），联合林业局、
水利局、生态环境局等 10 个职能
部门。

截至目前，依托此协作机制优
势，宁强县检察院已制发检察建议
36件，还与相关单位磋商对策、协同
解决问题达 18 次，为生态保护筑牢
根基。

一方面，宁强县检察院坚持每
季度自主选定线路开展一次巡护，
另一方面，以具体案件为突破口，
逐步构建起完善的区域性协同保护
机制。

为持续拓宽大熊猫国家公园保
护覆盖面，2023年11月6日，宁强
县检察院再度发力，与四川省青川
县检察院、甘肃省文县检察院、大
熊猫国家公园绵阳管理分局平武总
站等11家单位共同签署《关于建立
大熊猫国家公园跨区域保护协作机
制》。

以此为依托，宁强县检察院深
入推动陕甘川跨区域联合巡护行
动，注入司法力量，每年固定在 5
月、10月参与一次跨区域巡护。截
至目前，已参与三省联合巡护 3
次、经验交流活动 3 次、跨区域协
作办案 2 次，逐步建立起一套符合
实际的秦岭生态环境及大熊猫保护
协作机制。

围绕秦岭生态及大熊猫保护，
宁强县检察院还精心实施“四个一”
工程：组建专业办案团队，让专业力
量为保护工作精准“把脉”；建设保
护基地，为科普、监测与保护提供坚
实据点；运行协作机制，联合各方力
量攥指成拳；建立公益诉讼志愿者
队伍，广泛汇聚民间爱心与智慧，借
此全方位织密法律监督网，为秦岭
生态筑牢层层防线。

做好熊猫保护“后半篇文章”

案件办结并非终点，后续保护
步履不停。2025年1月，宁强县检察
院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开展
常规巡护时，捕捉到一个新问题：有
原住民为自身生产生活利益私拉电
网，这无疑给野生动物栖息地带来
极大危害。

靠养蜂为生的张阿姨，屡屡遭
受黑熊偷蜜之苦。无奈之下，她在
保护区违规私拉电网。“尽管破坏
范围相对较小，对野生动物种群的
即时影响微乎其微，但从生态保护
的长远眼光以及法律的严肃性考
量，其潜在危害不容小觑。”廖富明
解释。

宁强县检察院迅速行动，秉持
着既守护生态又兼顾民生的理念，
果断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一方
面我院迅速督促行政机关责令整改
私拉电网行为，另一方面制作社会
治理检察建议，并公开宣告送达青

木川镇政府，督促其对公园片区履
职，全面排查私拉电网、私设捕兽夹
等危害行为，力求将隐患扼杀在萌
芽状态。”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
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管理的决
定》明确指出，在不破坏生态前提
下，原住民可在一般控制区内从事
必要生产生活行为。宁强县检察院
此举，正是在努力探寻原住民与野
生动物和谐共处的平衡点，切实保
障原住民合法权益。

记者在现场看到，张阿姨此前
私设的电网已经全部拆除。“为了
保障原住民的生产生活利益，以及
园区内野生动物安全，我们也将增
加巡护频次，建立完善风险预警机
制，做到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
后处理。”廖富明介绍说。由此可
见，区域性系统保护始终是陕西跨
行政区划检察机关一以贯之的保护
原则。

汉中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刘洋告诉记者：“为保护大熊猫国
家公园，检察机关通过办案，推动构
建了职能部门融合履职、地方政府
尽责、检察机关监督、专业机构保
护、社会公众参与的‘五位一体’的
大生态保护格局。”在此格局下，检
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强化外
部协作，国宝大熊猫必将在它们的
家园里悠然自得，秦岭生态也将永
葆生机。

《方圆》记者在此次大熊猫保护
基地的走访中一直有个疑问：为何
要动用如此多的资源力量保护秦岭
大熊猫栖息地？

带着这份好奇，记者走进陕西
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青
木川保护站，这里同时也是宁强县
检察院建立的秦岭生态环境暨大熊
猫保护基地。

在驻足观看保护站精心设置的
展板时，记者才恍然大悟：大熊猫国
家公园陕西片区地处秦岭与岷山交
会地带，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孕育
出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独具特
色的自然文化景观更是熠熠生辉，
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世界生态教
育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这里汇聚着包括国宝大熊猫在
内的10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41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其中26种属中国特有种。原来，
保护大熊猫绝非仅仅着眼于这一个
物种，其深远意义在于，以大熊猫为
核心，牵一发而动全身，保护一个完
整的生态系统，进而构建起全链条
秦岭保护体系。

“陕西片区区域面积虽仅占大
熊猫国家公园一小部分，却坐拥大
片竹林，生长着秦岭大熊猫最爱吃
的手指粗细的鲜嫩竹子，海拔最高
点甚至接近 2200 米。除此之外，羚
牛、金丝猴等众多野生动物四季都
在这里活跃，它们在这里拥有了理
想家园。”陕西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巡护员魏树强眼中满是
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方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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