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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之上》源于江苏
法院编写的一本书

据悉，《江河之上》共涉及大小
近20个案件，其中大部分案件都是
江苏法院近年来审理的与人民群众
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案件。这部剧
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江苏法院编
写的一本司法实践书目。

先从环境资源法庭的设立说
起。

2019年6月28日，经最高人民法
院批复同意，南京环境资源法庭正式
挂牌，构建起以跨行政区划审判机构
为基础、相对独立的江苏环境资源审
判“9+1”体系。“环资法官”这一新面
孔也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自成立以来，南京环境资源法庭
不断探索生态环境保护之路，审结案
件2400余件，其中有两个案例入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法数据库。
江苏法院还编写出版了《中国环境司
法改革之江苏实践》，系统总结了江
苏环境资源理念、体制、机制和规则，
为全国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贡献了江
苏经验，也为国际环境资源司法提供
了司法经验和江苏智慧。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知名导
演周亚平正是看到了这本书，才萌
发了拍一部环保司法题材电视剧的
想法。为此，周亚平和电视剧团队
还专门来到江苏三级法院采风。

作为首部环保司法题材电视
剧，细节一定要严谨，不能脱离现
实。已经播出的非法买卖金雕案、
捕捞鳗鱼苗案引发观众热议，未播
的采砂案，也是源自公安部、最高人
民检察院联合督办，最高人民法院
跨省指定江苏审理的“3·07长江特
大非法采砂案”。据了解，该案判决
生效后，江苏法院主动向安徽法院
移交了执行到位的生态环境修复资
金，用于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成为
全国首例人民法院主动跨省移交修
复资金，做实长江大保护司法协作

机制的典型案例，体现了长江上下
游系统保护、一体保护的工作要求，
这一案例被写入2023年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

法官组成的顾问团队
和幕后团队“死扣”细节

为了最大程度还原环资庭的办
案过程，周亚平邀请环资庭的法官
们当顾问。顾问团队不仅在案件改
编上提供了中肯的意见，对人物设
置也给出了建议。

在剧中，陈数扮演法庭顾问夏
未冬。一开始，夏未冬的职业设置
是律师，通常大家会觉得在一部司
法题材电视剧里，律师是一个“顺理
成章”出现的职业。但南京环资法
庭副庭长姜立提出，剧中法官罗远
和律师夏未冬为了维护司法正义在
一起处理案件，两人之间还有感情
戏，不符合现实中法官和律师应当
保持适当距离的相关规定。为此，
剧本对夏未冬的职业进行了调整，改
为记者。不过，这样的设定也被否定
了。“作为法官，是不可以向记者透露
正在审理中的案件细节的，这意味着
男女主也无法一起进行调查。”在姜
立和众顾问的建议下，最终将夏未冬
的身份确定为法庭顾问。

除了有法官顾问团队来“把
关”，一批由法官组成的幕后团队，
也在为电视剧的拍摄“保驾护航”。
江苏省高院环资庭法官朱丽在接受
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剧创团
队在我们基层法庭经过了长期跟班
学习，才创造出了贴合法官形象的
角色。”

电视剧在无锡和盐城取景拍
摄，其中涉及到公检法机关的拍摄
场地以及服化道装备，都是以朱丽
为代表的幕后团队在协调。

正因为有如此严谨的顾问团队
和幕后团队，才使得《江河之上》的
剧情设定更加符合逻辑，还原了一
个真实的环资法庭。

热播剧《江河之上》江苏法官当顾问
剧中案件大多取材于江苏，听法官讲述背后的故事

电视剧《江河之上》正在央视热
播，作为首部环保司法题材电视剧，
展现了我国司法保护生态环境的探
索之路。电视剧以长江流域环境司
法改革和环境资源审判实践为背
景，剧中的故事大多取材于江苏。

有人说，环资审判的法官是美
的缔造者和守护者。为了让水韵江
苏更加灵动，江苏的环资审判人筑
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司法屏障。近
日，现代快报记者专访了该剧原型
案件的相关法官，听他们讲述“江河
之上”背后的故事。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季雨

因为购买保护鸟类，女大学
生袁笑笑付出了三年的青春。
在电视剧《江河之上》中，袁笑笑
购买金雕的案件发人深省。这
起案件的原型，就是2016年徐州
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的金雕
大案。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岳彩领，当年是徐州市鼓楼区人
民法院院长，也是这起案子的主
审法官。提起这个案子，岳彩领
记忆犹新，他坦言，这起案件审
理的难度不小。

岳彩领回忆，当时被告人之
一叫王婕（化名），是一名19岁的
大二学生。一个偶然机会，朋友
让王婕帮忙转运金雕，她觉得是
举手之劳就答应了。没想到这一
行为，给她惹来了一连串的麻烦。

金雕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被称为猛禽之王。以王婕转运
金雕案为线索，警方发现从猎捕
者到纯为营利的收购、倒卖者，
再到购买、转售国家一级或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玩家，共有
25名涉案人员。首批被公诉机

关起诉的15名被告人中，有饭店
厨师、火锅店老板、公交车司机，
甚至还有医生。他们利用网络
平台，通过快递、客运车辆等，非
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一级或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金
雕、游隼、猕猴、网纹蟒等共 26
只，涉及10个省23个地市。

岳彩领表示，把珍贵濒危动
物当作宠物进行饲养，表面上是
对濒危动物的保护，实际上这种
行为改变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
境，甚至会破坏环境资源。所以
收购珍贵濒危动物，同样构成犯
罪。

岳彩领透露，有被告人辩
称，根本不知道刑罚会如此严
重。“举个例子，如果有人非法出
售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大
家都知道这是违法犯罪行为。
而这个案件涉及的就是同属于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金雕等。”

最终，王婕因犯非法收购、
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两万元。

剧中，以海阿平为首的非法
捕捞队，长期在碧湖区域捕捞鳗
鱼苗并出售牟利。公安民警在
海上与该犯罪团伙展开追逐战，
最终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这
个案子的原型，正是江苏环境资
源审判“9+1”机制正式运行后，
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受理并开庭
审理的第一起案件。姜立就是
该案件的合议庭成员之一。

“这场公益诉讼让我印象深
刻。”姜立介绍，短短几个月时
间，一伙人在长江干流水域，使
用国家明令禁止的“绝户网”非
法捕捞鳗鱼苗数量达 5000 多
尾。而另一伙人，明知鳗鱼苗是
他人非法捕捞所得，仍通过隐蔽
的方式，长期统一价格收购、统
一对外出售鳗鱼苗，累计达11万
多尾，隐瞒犯罪所得近 200 万
元。泰州市检察院以王某等59
人实施非法捕捞、贩卖、收购长
江鳗鱼苗行为，破坏长江生态资
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向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请求各被告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索赔总额超过900万
元。

“打击非法捕捞，不能光盯
着捕捞者，也要加强对‘不好逃
跑’的下游收购方的监管，让非
法捕捞来的鱼‘无处可卖、无利
可图’。”姜立告诉现代快报记
者。2019年 10月 24日，南京环
境资源法庭对该案进行一审宣
判，判决王某等13人对其非法买
卖11万余尾鳗鱼苗所造成的生
态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850余万元；其他收购者、捕捞者
对其参与非法买卖或捕捞的鳗
鱼苗数量，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或
与直接收购者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在姜立看来，这个案件意义
重大。它不仅是南京环境资源
法庭敲响的“第一槌”，更是全国
首例判决从捕捞、收购到贩卖长
江鳗鱼苗“全链条”承担生态破
坏赔偿责任的案件，创设了环资
审判中的全链条追责规则。

金雕案：
“不懂法”不能成为不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

捕捞鳗鱼苗案：
对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进行全链条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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