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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本报记者 章奎

“我认为很有必要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共同
保护好野生动物资源。”近日，赤峰市邮政管理局
局长李彬专程到赤峰市检察院征求意见建议并
作出表态。

李彬的这次专程来访，还要从年初赤峰市检
察机关办理的一起通过微信交易方式非法收购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平原蜥蜴犯罪案件说起。针对
这起案件，赤峰市检察院向赤峰市邮政管理局制
发了检察建议，提醒完善寄递业务监督检查。

这是我区在落实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
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中各部门联防联
控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尤其是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决定以来，自治区各部门结合
疫情防控，从各环节同步发力，织就了一道野生
动物保护“安全网”。

联防联控 斩断“黑手”源头

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决定出台后，自治区有
关部门第一时间在全区范围内全面禁止了野生
动物交易活动，停止办理涉及野生动物的行政许
可，对全区各类野生动物养殖户、野生动物园、野
生动物交易市场、花鸟市场等人工繁育和经营利

用野生动物场所进行隔离封控管理。
全区各地加强了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区、越

冬地、繁殖地、迁飞停歇地、迁飞通道等重点区域
的巡护和看守，加大野外巡查巡守力度。开展了
全区候鸟护飞行动，出动人员3000多人次，呼伦
贝尔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呼和浩特市等地成
立了6支志愿者护飞队，守好野生动物安全的第
一道防线。

全区各级森林公安积极行动，共查获野生
动物案件27起。

2 月中旬，乌海市森林公安局民警接到报
警，在龙游湾湿地的芦苇荡里有人猎捕野生动物
狗獾。民警到达现场调查后，将违法嫌疑人郭某
某带回进一步调查。自治区公安厅食药环侦总
队总队长赵玉和说，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郭某
某法纪意识淡薄，顶风作案，行为恶劣。乌海市
森林公安局依法对其从严从重处罚，郭某某被处
以没收猎获物和猎捕工具，并处 4000元罚款的
行政处罚。

公安机关在全区范围内部署开展了依法严
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联
合市场监督、野生动物保护、海关等部门，严查非
法经营加工利用等行为。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共
出动警力115749人次、检査野生动物活动区域
13520处、重点市场场所5882处、野生动物繁殖
场所 3558处、餐饮场所 7262家，清查各类人工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220余万头（只），对218家涉
野生动物经营场所作出暂停营业处理，共查处野

生动物案件79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84
名，收缴野生动物 730 头（只）、野生动物制品
48.01 公斤，收缴自制枪支 1 支、弩 1 把、半自动
步枪1支、交通工具5台。

阻断流通 砸碎交易链条

自治区农牧厅在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决定出
台后第一时间开展了农贸市场专项清理整治行
动，对全区 47家核发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家
养野生动物的养殖场户排查监测和封控隔离。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与自治区林草局联合开
展了野生动物保护专项整治行动。全区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以集贸市场、农产品市场、古玩市场、
车站、餐馆饭店、皮毛收购门市部等为重点开展检
查，坚决禁止违法销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

餐饮单位是野生动物违法的重要终端，自
治区相关部门从加强对餐饮单位监督检查入手，
严禁采购、贮存、加工、销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切实规范经营行为。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了 2020 年度
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专项执法行动，会同林草和森
林公安部门依法严厉査处网络交易平台、商品交
易市场等交易场所为违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捕猎工具提供交
易服务的行为。

针对周未市场交易活跃的特点，自治区市
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了周末执法行动，在周末深入
集贸、宠物、旅游等市场和门店，进行明察暗访和

突击检查，并抽调专人成立专项督查组赴重点盟
市、旗县（市、区），对集贸市场、餐饮单位、古玩市
场、特色产品店等进行检查，坚决打击网络经营
交易野生动物违法行为。

相关部门向全区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发
出告诚函，指导第三方平台向入网餐饮服务提供
者发出倡议，坚决不采购、使用野生动物及制品，
删除相关线上宣传内容，对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
的野生动物等信息一律做下架、屏蔽、删除处理。

全区市场监管部门还会同野生动物保护主
管部门，广泛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印发 10000 多份《关于大力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的通告》，张贴于大型重点市场，与餐饮服务单位
签订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承诺书 6295份，承诺不
进、不销野生动物及制品。

严惩犯罪 筑牢司法防线

为依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集中发布了首批 7起涉野生动
物犯罪典型案例，案例内容涉及非法猎捕、捕杀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等多个罪名，被告人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年至单处罚金不等的刑罚，并被判
决承担生态损害赔偿金。

4 月 22 日，陈巴尔虎旗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了一起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案并当庭宣判。被告
人魏某伙同妻子包某使用自制捕鸟粘网，捕猎
42 只斑翅山鹑，在家中封冻欲食用。法院审理

认为，被告人魏某、包某违反国家狩猎法规规定，
使用禁用工具非法狩猎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
物班翅山鹑，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已构
成非法狩猎罪，当庭判处被告人魏某和包某有期
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对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行
为过程中所使用的车辆予以没收，拍卖后依法上
缴国库。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公布典型案例及
严肃办理相关案件，架设起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高
压线，加强同类案件的警示教育效果，防治危害
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自治区检察机关严格履行检察公益诉讼职
能，严厉打击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
走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违法犯罪活动。自治区
人民检察院在全区开展了“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专项活动。

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检察院注意到辖区别
林户甸子湖对野生候鸟的特殊意义，及时就野生
候鸟保护工作展开实地调查走访，提出建议。公
益诉讼部门检察官详细了解了候鸟的种类、栖息
时段、周边环境保护、有无猎杀情况、采取哪些保
护措施等情况，并采用无人机对湖中野生候鸟和
周边环境进行调查取证，实时回传至公益诉讼指
挥调度平台，以达到最好的取证和固定证据效果。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还陆续发布了“内蒙古
检察机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加
强同类案件的警示教育，切实加强野生动物资
源保护的司法力度。

织密野生动物保护“安全网”

□本报记者 章奎

我区规范和保障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法
规——《内蒙古自治区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在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部法规确认了苏木乡
镇、街道的行政执法主体地位，是我区基层开展综
合行政执法的重要法制保障，将于 10 月 1 日正式
施行。

条例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有哪些创新规定？
这部法规有什么重要意义？记者就此采访了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贾明星和自治区编办
副主任张小平。

记者：请问我区目前基层综合行政执法的现
状是怎样的？

张小平：近年来，我区在推动基层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面临执法主体地位、执法人员资格获得路径不
明确等诸多问题，使基层执法存在一定法律风险，
制约了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顺利开展。另
外，目前苏木乡镇行政执法工作主要由旗县部门
及其派驻机构承担，由此造成了基层“看得见管不
着”和旗县“管得着看不见”的问题，形成了执法盲
区。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基层不承担相应的执法
工作，因此基层没有相关专业人员和资格，也没有
执法权限。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面临的这些
问题，都亟需通过地方立法予以解决。

记者：请问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有哪些创
新规定？

贾明星：条例主要规范了五个方面的内容，赋
予了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基层综合行
政执法主体地位。明确规定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和
街道办事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自治区人民
政府确定的赋权清单，相对集中行使旗县级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苏木乡镇人民
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负责综合

行政执法的具体工作。
条例建立了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的赋权清单，

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编制基层综合行政执法
事项赋权清单，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
应当根据赋权清单确定权责清单，并向社会公布。

条例规定了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
与旗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派出机构的执法联
动，旗县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派出机构应当配
合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开展执法活
动，接受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统一指
挥协调。

条例提出了基层综合行政执法的工作要求，
规定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应当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运用现代化智能手段，严格执行行政执法
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制度，规范执法程序，落实行政执法责任
制；规定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在进行调查或者
进行检查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执法人员不得少
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

证件。
条例细化了基层综合行政执法的保障措施，

规定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辖
区的区域面积、人口数量、执法需求等状况，合理
配备执法人员，配置执法车辆和执法记录仪等装
备；基层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所需经费和装备由旗
县级人民政府财政予以保障。还特别规定严格执
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不得以罚没
款作为经费来源，不得将罚没款作为考核指标。

记者：请问这部法规的出台有哪些重要意义？
张小平：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的出台，对于

规范和保障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提高基层行政
执法效率和水平、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条例的颁布，是深化苏木乡镇
和街道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解决了基层行政执法
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将构建监管有力、运行高效的
新时代基层行政执法体制，提升基层行政执法效率
和水平，切实增强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服务群众水
平，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明确执法主体 破解执法困局

【短评】

□正文

在人与自然之间，人类需要尊重、保护
自然已然成为普遍共识。我们对待野生
动物的态度主要是以保护濒危野生动物
为主，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即
为“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而对于
非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却语焉不详。

动物被分了等级，但病毒传播却并不
管人类的分级。众所周知，野生动物种类
繁多，因其生活在野外，且生活习性不同，
会携带大量病菌、寄生虫（卵）等，特别是
一些人畜共患疾病，是移动的传染病源。
己 亥 年 末 、庚 子 新 春 出 现 的 新 冠 肺 炎 病
毒 ，尽 管 是 一 种 人 类 从 未 见 过 的 全 新 病
毒 ，但 究 根 溯 源 ，其 宿 主 都 指 向 某 些 动
物。研究证明，新冠肺炎病毒与蝙蝠携带
的冠状病毒全基因组亲缘关系最近，同源

性为 96%。也就是说，肆意滥食、豢养野生
动物，就可能带来病毒肆虐的恶果。

增强人们公共健康意识，引导人们自
觉 远 离 舌 尖 上 的 危 险 自 然 是 题 中 之 义 。
而同样重要的还在于，我们需要反思以法
律为载体的行为规则究竟是出了哪些问
题。

我们须意识到，刑罚只是最后一道防
线，还须着重考虑两方面问题。一是在完
善的法律责任体系中，对于不构成犯罪的

不端行为，也需要对之施以相当的行政处
罚。当前对于少量食用珍贵野生动物的
食客以及卖家，相关行政处罚责任还远远
不足。如何构建集民事、行政、刑事于一
体的责任体系，值得深思。另一方面，我
们还需要注重防控食用非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所带来的危险。

可以说，弥补规则漏洞的任务落在了
野生动物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以及动物防
疫法这三部法律上。首先，有必要实现野

生动物保护法的增补，将普通野生动物纳
入规制范围。其次，加强动物防疫法与食
品安全法，以及该两部法与其他法律的衔
接，将未通过检疫的野生动物明确规定为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甚至在经过充分
论证后，完全禁食野生动物。如此，包括

“十倍赔偿”在内的食品安全法上各层级
责任都将在禁食野生动物领域实现有效
对接。只有责任范围无死角，责任位阶无
缝隙，法律之网才能真正实现疏而不漏。

保护野生动物 立法仍需完善

□本报记者 宋爽

收到司法确认民事裁定书，白
冰（化名）悬着的心终于可以落地
了。有了法院的“认证”，不用打官
司，通过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司法
判决书的效力。

近日，针对北京某公司与包头
市昆都仑区某个体工商户的商标
权纠纷，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民事裁定，这是全区法院首例知识
产权纠纷司法确认案件，从当事人
提出申请到作出司法确认共用时
19 天，一起纠纷圆满化解。

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在收到当事人立案材料后，
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诉前调解程
序，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委派特
邀调解员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进行线上调解，经过特邀调解员多
次组织线上协商、沟通，多番协调，
当事人最终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并
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共同向包
头中院提出申请，请求对调解协议
进行司法确认。包头中院立案受
理该申请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
指导意见》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审
查，作出民事裁定，确认调解协议
有效。

“如果按照普通知识产权案件
审理，需要经过立案、送达、庭审、
举证、质证、辩论到最后宣判，一般
没有半年时间解决不了。”该院立
案一庭副庭长付光介绍说，商业维
权 的 知 识 产 权 案 件 ，如 果 事 实 清
楚、争议较小，应当优先通过非诉
方式去解决，再通过司法确认程序
将调解成果予以有效固定，这样不
仅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节约
了司法成本。

近年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数量逐年上升，
立案一庭与民事审判第四庭根据
受理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和类型，
按照落实“分调裁审”机制改革要
求，联合推进知识产权案件一站式
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本次司法确
认是该院推动诉源治理，优化司法
资源配置，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力度的举措之一。该院还与包头
市知识产权局就知识产权民事纠
纷诉调工作建立了对接机制，联合
印发了《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包
头市知识产局关于建立知识产权
民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实施意
见》，针对达成调解协议申请司法
确认的作出相应规定。

司法确认
给调解协议加道“锁”

□本报记者 白丹

庄严的墓碑，整洁的广场，精致的护栏，青青
的草地。赤峰市元宝山区古山烈士纪念碑现在
的状况与 2 个月前的脏乱差形成鲜明的对比。

“接到你们的检察建议，我们马上行动，才有
这样好的效果。”在焕然一新的烈士陵园，退役军
人事务局负责人感慨地对元宝山区检察院第二
检察部的干警说。

今年 4 月份，元宝山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干
警们发现，元宝山区在战争期间牺牲的烈士纪念
保护设施保护较差，存在责任不明、管理不到位
等情况。于是他们依法开展了英烈名誉保护公
益诉讼检察专项活动，积极与相关行政部门沟
通，经过走访排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针对发现
问题迅速启动检察公益诉讼程序，向属地行政管
理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相关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及时向元宝山区
政府汇报。6 月 18 日，元宝山区政府常务会议专
门列议题研究部署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将
元宝山区烈士陵园等 5 处烈士纪念设施列入区
级保护单位，并划定保护范围。

日前，元宝山区检察院应邀派员实地到元
宝山区烈士陵园、古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等地进
行回访，发现元宝山区烈士陵园、古山革命烈士
纪念碑等区级保护单位均配置了专人日常维护
管理，同时设立了保护标识、架设隔离网划定保
护范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保护区，周边垃圾和
杂物也已经清理干净，符合烈士纪念设施的相
关要求。

检察建议
依法守护烈士安息地

■故事

近日，巴彦淖尔市公安局组织“蓝军教官团”深入执法执勤一
线，开展“红蓝对抗”实战教学和心理健康服务，不断提高基层一线
民警综合素质，推动实战大练兵向纵深发展。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摄

教官团

7 月 29 日 ，自 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一
庭、民二庭党支部组
织 30 余 名 党 员 到 呼
和浩特军事法院驻地
单位开展“庆八一·法
官送法进军营”活动，
与官兵们座谈交流，
并向官兵们赠送法律
书籍。 靳浩阔 摄

送法进军营

7 月 27 日，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兴和县大队和察右前旗大队通过“摆地
摊”的方式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史超 摄

摆地摊

■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