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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老街变“网红打卡点”，南京西桥太City了

拿下多个全国首创
江苏这项工作的秘诀是啥？

南京环境资源法庭敲响
“第一槌”

“捕捞方、收购方、中间转卖方
需共同承担造成的鳗鱼资源损失和
其他生态资源损失，赔偿责任 600
万……”以海阿平为首的二十人，在
禁捕期内，用网眼极小的张网，非法
捕捞、买卖鳗鱼苗8万余条，犯非法
捕捞水产品罪，最终判处赔偿 600
万元。这是《江河之上》里的场景，
而海阿平团伙原型则是泰州靖江居
民丁某等人。

时间回到2018年上半年，丁某
等34人违反水产资源保护法规，单
独或结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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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
至4月，王某等19人明知道鳗鱼苗
是他人非法捕捞所得，仍通过隐蔽
方式出售鳗鱼苗11万多尾，隐瞒犯
罪所得近200万元。53名被告人分
别因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承担刑事责任。

既要受到刑事处罚，还要对生
态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19年 10月 24日下午，刚成立不
久的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对这起“特
大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公益诉讼
案”进行一审宣判，判决59名被告
在相应的范围内共同或者分别赔偿
造成的鳗鱼资源和长江其他生态资
源损失共计858.9168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这起案件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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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了环境资源
审判中的全链条追责规则。

拿下多个全国首创，江
苏首创“9+1”机制

说起南京环境资源法庭，不得
不提到江苏法院环境资源审判“9+
1”机制。众所周知，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后果具有流域性、区域性、系
统性特征。环境资源案件的一大特
征是跨区域性。2019年，江苏法院
全面启动新一轮环境资源审判机制
改革，在全国率先建立跨行政区划
环境资源审判“9+1”机制。

什么是“9+1”机制？“9”是指按
照江苏省政府对江苏生态功能区的
规划方案，以生态功能区和流域为
单位，设立的 9个生态功能区环境
资源法庭，跨设区市集中管辖全省
基层法院受理的环境资源案件；“1”
是指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设立的南
京环境资源法庭，集中管辖全省中
级法院受理的环境资源案件。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9+1”机
制运行以来，江苏法院审理了一批在
国内和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重大案
件，其中9件案例入选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发布的中国环境司法裁判案例；
7件案例入选最高法院环资类指导
性案例，入选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为何江苏法院能办这么多环资

类精品案件？“与其他类型案件相
比，环资类案件相对较少，但对法官
专业水平要求较高。”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马杰
说，得益于江苏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起步较早，形成了一支具有一
定审判经验的专业化审判队伍。“推
行‘9+1’机制后，随着案件进一步
集中到少数法官手中，法官的业务
能力进一步增强，为办理更多精品
案件创造了条件。”

除了确立全链条追责外，江苏
法院还率先确立了损失整体性认
定、“环境信息不利推定”“船舶污染
综合认定”等裁判规则。

此外，在生效判决的执行方式
上，江苏法院推出多个全国首创。
比如，在全国首例由省政府作为原
告提起的海德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案件中，首创“分期付款”；在

“胜科公司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中，首创“现金+全域
修复”赔偿方式。

2023 年，“9+1”机制有新变
化。江苏法院在坚持“9+1”机制原
有特色的基础上，根据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等国家重大战略发展要求和各地环
境治理实际需要，推进专门审判机
构向基层延伸，增设大运河环境资
源法庭、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吴江汾湖法庭等5个基层
法院环境资源法庭。

今年7月2日，滆湖环境资源法

庭在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挂牌成
立，这意味着江苏法院新增的5个基
层法院环境资源法庭均已落地启
动。从9个生态功能区环境资源法庭
到14个生态功能区环境资源法庭，
江苏环境资源审判力量日趋完善。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江苏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环境资源审判“9+1”机制只是
江苏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

深化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案件
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积
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
革，出台办理认罪认罚刑事案件的
指导意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
机制挺在前面，在全国率先建立非
诉讼纠纷解决综合平台……江苏推
进司法体制改革成绩斐然。

在全国率先实现三级法院少年
审判机构全覆盖，设立首家地方劳
动法庭，知识产权法庭、国际商事法
庭数量位列全国第一，率先以省域
为单位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
点，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全面建成应
用执法办案平台……江苏省司法机
关将公平正义作为生命线，以各项
创新举措，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2023年
全省诉至法院的民事纠纷240.5 万
起，通过诉前分流，成功调解120.7
万起，同比上升90.1%，诉前调解成
功数首次超过民事一审新收案件数。

江苏公安机关出台“一体化、智
能化、精细化、合成化”执法办案管理
中心建设指导意见，先后命名12家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示范点，建立
案件集中办理、警种合成作战、同步
审核监督的一站式执法办案管理新
模式。

全省检察机关在全国首批开展
监狱巡回检察工作试点，改派驻式
检察监督为“巡回+派驻”相结合的
检察监督机制。从 2018 年巡回检
察试点至2023年 7月，江苏省检察
院组织对监狱开展了6轮跨市交叉
巡回检察，实现对省内27个监狱跨
市交叉巡回检察全覆盖。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江苏积极探索“订立规矩、重塑习惯、
涵养法治”的法治社会建设江苏模
式，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江苏开展
法治惠民工作已近20年，法治惠民
坚持以人民至上，运用法治思维，从
法治建设的小切口和群众身边小事
着手，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市县乡三级
全面建成实体化运行的社会治理现
代化指挥中心，创新开展“精网微格”
工程，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
式”平台建设，持续擦亮“援法议事”

“有事好商量”“苏解纷”等品牌。基
层治理更主动、更精准、更高效、更惠
民，95%以上矛盾纠纷在基层化解。

“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
两轮。”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地推
进司法体制改革，江苏一直在路上。

征集！现代快报邀你讲述身边的改革故事

即日起，现代快报面向全社会
推出“改革在身边·我是见证者”互
动征集活动，邀请你晒出图片、视
频或者物件，讲述身边的改革故
事。现代快报将根据征集到的内
容，择优进行采访报道。

征集内容：
晒出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图片、视频或者物件，
讲述其背后的改革故事。

征集时间：
即日起—8月底
互动方式：

1. 下载现代+客户端，在“改革
在身边·我是见证者”报道评论区
留言分享；

2.关注现代快报官方微博，在#
改革在身边我是见证者#话题标签
下，带图、带视频发帖，或发私信分
享，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3. 关注现代快报官方微信，在
对话框中，输入#改革在身边我是
见证者#话题标签，带图、带视频留
言分享，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4. 拨 打 现 代 快 报 热 线 025—
96060进行分享。

前景是古朴的居民楼，背后是
现代化的紫峰大厦，位于南京鼓楼
区的西桥，凭借“紫峰大厦魔幻照”，
从一条市井老街摇身变成“网红打卡
点”。杆线下地、马路拓宽、小区翻
修……道路改造“焕”新颜的同时，周
边居民的生活也得到明显改善。

回顾过去十多年间，全面深化
改革引领着社会民生的巨大变迁，
衣食住行这些最关乎群众日常的领
域，无不铭刻着改革的脚步和发展
的力量。日前，现代快报推出“改革
在身边·我是见证者”互动征集活
动，邀请大家晒出图片、视频或者物
件，讲述身边的改革故事。活动发
布后，不少市民踊跃投稿，用切身感
受描绘身边的新变化。

西起江苏路，东至云南路，不到
600米的西桥成为市民游客竞相打
卡的“视觉廊道”。六年前，在西桥
还没有成为“网红打卡点”时，网友

“爱摄影的小风”便发现了现代化大
楼和市井老街碰撞出的火花。他向
现代快报记者展示了过去拍摄的照
片，西桥的中轴线上，以紫峰大厦为
背景，新与旧相衔接，给人带来强烈

的视觉冲击力。
后来，西桥在社交平台上走红，

不少人慕名前来打卡。“爱摄影的小
风”也常常去拍照记录，在他的镜头
里，可以看到西桥悄然变化的过
程。天空中私拉乱接的电线消失
了，道路中间增加了花坛和绿植，更
多文艺小店入驻，来拍照的年轻人
变多了……

城市更新，感受最深的是周边
居民。南京大方巷社区居民张先生
住在西桥旁边，他从未想过有一天，
家门口这条安静的市井老街会变成

“网红街”，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热
闹“景点”。

“西桥是我每天出门必经的地
方，是一条年久失修的老街区，头顶
上的电线杆很杂乱，路面损坏，人行
道很窄，多处设备设施存在安全隐
患，影响周边居民的出行。”张先生
告诉记者，几年前小区重新翻修、杆
线下地、马路拓宽，街道容貌变好
了，来玩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文
艺气息满满，新开了一些精致的小
店，很多店门口都放了花卉、绿植和
凳子，看起来更加赏心悦目。”

据了解，2018 年以来，南京鼓
楼区斥资数十亿元，对重点片区实
施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西桥片区的
综合整治也被纳入其中。道路出
新改造，架空管线下地，燃气管道
更新，绿化、照明和交通工程提档
升级……2021年，西桥道路继续改
造，划定非机动车停车位，并且加
设护栏。道路中间的隔离线上也

加上100多组景观花箱，为西桥增
添了一抹色彩。

环境综合整治是“表”，重塑城
市空间、改善居民生活是“里”。如
今的西桥，道路更加平坦、通畅，从
头顶到脚下的空间变得整洁、有序，
出行体验也进一步提升。居民在城
市更新中，感受改革跳动的脉搏。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史童歌

中国视听大数据（CVB）最
高收视率2.84%，最高收视份额
10.83%，持续位列全国黄金时
段电视剧收视率第一……今年3
月初，中国首部环保司法题材电
视剧《江河之上》火了。《江河之
上》以长江流域江苏环境司法改
革和环境资源审判实践为背景，
展示了我国司法保护生态环境
的探索之路。剧中海阿平非法
捕捞鳗鱼苗案的原型，正是江苏
环境资源审判“9+1”机制改革
后，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受理并开
庭审理的第一起案件。

江苏环境资源审判“9+1”机
制打破了行政区划，以生态功能
区和流域为单位设立环境资源
审判机构，是江苏推进司法体制
改革的一个缩影。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孙苏皖 顾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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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后的西桥 “爱摄影的小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