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职工安康 促企业发展

非法排放废水，不但要追究刑事
责任，还因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必须
修复或做出赔偿。但是，原地修复已
无可能怎么办？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
一分院（以下简称“一分院”）在办理一
起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过程中，勇于创新，敢于实践，以
“补植复绿”进行“替代性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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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小区突发停电，呼吸机停摆导致重

病老人危在旦夕，民警顶着午后烈日四处奔

寻为老人连上“生命线”。日前，虹口公安分

局凉城新村派出所民警用30米电源延长线

为老人送来“续命电”，及时转危为安。

日前，水电路一社区2号楼突发停电，共

涉及144户居民。社区民警刘尊伟闻讯火速

赶到停电楼栋，路上遇到206室的许阿姨向

他求助。“楼里停电了，我丈夫呼吸机无法供

氧，现在呼吸非常困难。”刘尊伟知道，许阿姨

的丈夫忻先生已有75岁高龄，多年来卧病在

床，一直依靠呼吸机维系。如今停电，呼吸机

停摆，忻先生恐有生命危险。刘尊伟赶到老

人家中，发现忻先生面色痛苦，胸口明显不适

并伴有全身发烫，再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电力抢修还在继续，何时恢复尚不

可知，刘尊伟顶着烈日多方搜寻，终于发现隔

壁1号楼栋“美丽家园”施工方独立发电装置

未受到停电波及。随即决定从该装置临时借

电，并寻来一个30米长的电源插线板，从发

电机一直延伸到2号楼许阿姨家中，帮助呼

吸机正常运转。

不到30分钟，呼吸机再次运转了起来，

忻先生的体征也立即有所好转。后经电力公

司抢修，当日16时许，2号楼供电恢复正常。

当夜，刘尊伟再次向许阿姨询问忻先生的身

体状况，许阿姨表示老伴身体状况平稳，对于

民警的热心帮助表示万分感谢。

本报记者 解敏

非法排放废水怎么赔偿？
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积极探索公益诉讼

楼宇停电致老人呼吸机停摆
民警争分夺秒送来“续命电”

“3+2+1”调查
确定公共利益受损事实
一分院在履行公益诉讼职责中发现，

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陈某等人在本市闵

行区经营某实业公司期间，先后2次购买剧毒

化学品氯化汞共计2000克用于公司模具加

工，并将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含汞废水未经处

理即直接对外排放。由于该行为可能造成环

境污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一分院第六检察

部立案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程序。

那么本案中，侵权主体将加工过程中产

生的含汞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对外排放的行

为，是否对涉案区域土壤造成了不利影响、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呢？一分院第一时间成立

专案组，并制定了3次现场勘查、2次检测鉴

定、1次专家评审的“3+2+1”调查方案，依法、

客观、全面调查收集证据，将社会公共利益受

损的事实予以固定。

专案组联合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以

下简称“市环科院”）的专家，两个月内先后三

次到污染现场实地勘查，对侵权主体涉嫌排

放含汞废水的周边土壤进行取样，获取具体

环境数据，确定环境受损范围。

随后，专案组结合刑事案件的鉴定意见

及市环科院的检测报告，查明本案案发时涉

及一类污染物汞的超标排放，排放废水水样

中总汞浓度最高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规

定的总汞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的38.6倍，而涉

案土壤样本汞含量也大大超过周边背景值。

经一分院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认定环境损

害金额为人民币5.4万元。

诉前磋商协议
获“刚性加持”

侵权责任范围确定后，一个新的问题摆

在了专案组面前：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还是采取非诉讼方式呢？

考虑到本案相关刑事判决已经生效，侵

权人已预缴赔偿款，专案组决定采取诉前磋

商形式，将诉前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目的作为

最佳司法状态。经充分沟通磋商，侵权人自

愿承担生态环境修复、环境损害调查及鉴定

评估等费用共计人民币6.6万余元。

为确保协议的有效执行，一分院向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通过《民事裁

定书》确认磋商协议合法有效，并赋予强制执

行的效力。这也是一分院继办理上海市首例

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衔接

磋商案之后，以诉前磋商协议向法院司法确

认的首次探索。

“替代性修复”
作出检察探索

5.4万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款，应该如

何使用呢？原污染地是否还有修复的可能？

谁来修复？怎么修复？这些又是一道道摆在

检察机关面前的必答题。

根据相关规定及司法实践，当原地修复

已无可能或者没有必要的，可以采取周边区

域环境治理等替代性修复方式。考虑到原地

修复的实际工程成本较高，也会影响公司正

常经营，专案组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既能实现

生态环境治理，又能满足群众需求的替代性

修复方式。

经与污染所在地镇政府沟通联络及赴实

地多方选址，专案组选定闵行区一老旧居民

小区的公共绿化带作为修复地点，并委托上

海化工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制订替代性修复

方案。为保证修复方案的专业、严谨、合理，

一分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行

政机关代表、律师担任听证员，小区居民代

表、“益心为公”专家志愿者等参与听证。

修复项目启动后，施工单位通过清除杂

草树根、铺设优质草坪、合理配置树木、营造

绿植景观，对小区公共绿化带进行了局部规

划改造。为做好公益诉讼的“后半篇”，确保

修复项目高质量实施，专案组多次到现场查

看进度。“很多居民都是第一次听到公益诉

讼、替代性修复等概念，这也提醒我们要继续

做好普法宣传。虽然改造的范围有限，资金

也不充裕，但希望能通过这件实事彰显公益

诉讼检察为民、利民、惠民的初心。”一分院第

六检察部主任高维表示，小区的生态环境“旧

貌换新颜”，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

建章立制
公益诉讼不断创新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是最惠普的民生福祉。对居民小区的绿化改

造，就是检察机关践行司法为民、依法能动履

职的检察产品，也是公益诉讼检察运用替代

性修复方式的一次有益尝试。结合正在开展

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一分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创新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理念，坚决守护好山青水绿生态环境。

为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进一步深化

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充分发挥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和专家“外脑”的作用，一分院第六

检察部与市环科院检测中心开展了主题为

“益心为公 共护公益”的党支部共建活动，聘

请市环科院20名专家担任检察机关“益心为

公”平台的志愿者。双方党支部还就共同打

造“公益”品牌、加强生态环境领域协作与资

源共享等内容达成了框架合作意见。

主题教育开展过程中，结合前期调研成

果，一分院还积极推进建章立制，正抓紧拟定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加强辖区院公

益诉讼一体化办案工作办法》《上海市人民检

察院第一分院、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关于

加强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协作配合备忘

录》，以更好地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合力。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张德辰

炎炎夏日，风险隐患不容忽视，安全生产

再度成为重要话题。日前，市总工会制定出

台各级工会组织促进安全生产工作10条意

见，关注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隐患排查治

理，开展各类安全教育培训，加强工会监督检

查力度，全面守护职工安康。

宝钢股份的代表在现场分享了机器人助

力安全生产的经验，企业通过各类智慧设备

赋能生产，用科技保障职工安全和健康权益。

传统炼钢厂总离不开高温、噪声、烟尘，

职工不得不频频暴露在危险环境中，安全风

险如何控制？宝钢工厂通过积极落实万名

“宝罗”机器人上岗计划，工业机器人应用总

数达1100台套，累计将2800余名员工从重

复、繁重、恶劣的环境中解放出来。

以往的钢铁检化验需要职工频繁大量地

搬运试样，负荷大，内容重复，暴露于危险环

境频度高。2018年，宝山基地炼钢厂以3号

连铸机综合改造为契机，上线投运三款“宝

罗”机器人，逐步替代现场人工操作，在国内

首次实现了炼钢作业自动化。

2022年，宝钢股份实施了全球首套厚板

试样加工自动化改造，新上岗的9台“宝罗”

机器人通过视觉定位进行作业衔接，全流程

无人调度，替代全部手动操作，人力投入减少

50%，在消除重复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生产

安全也实现了质的飞跃，机器人密度更在国

内钢铁行业稳居第一。

在实现“智慧炼钢”的同时，工厂的操作

规范也得到进一步升级。2015年起，工厂大

力推进“四个一律”，操作室一律集中、操作岗

位一律机器人、运维一律远程、服务环节一律

上线，打造少人化、无人化现场。

尽管机器人已将许多车间人工操控替代，

但在职工必须进入车间进行巡视操作的时

候，还需要穿上厚重的阻燃服、戴上防护面

罩，防止“热辐射”。夏天进车间最多只能待

15分钟，每隔10分钟就得“换班”。

更重要的是，在打造智能工厂的同时，要

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产生，打造高标准健康

作业环境，推进城市钢厂建设中，宝钢股份打

造了国内最大封闭无人料场，封闭面积61

万平方米，总长160公里的运输皮带也实施

封闭管理，做到“用煤不见煤，用料不见料”，

实现超低排放要求。通过建立排放管控一体

化平台，安装大量监测系统，对运输存储过

程、排放源、物料堆场进行全天候监控，实现

“生产-治理-监测”全过程一体化管控。数

据显示，近3年内，企业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化学需氧量等排放分别下降39%、36%、

43%。 本报记者 解敏

机器人助力传统炼钢变智慧炼钢 今年5月至7月，上海静安警

方赴多省市开展“假靳东”诈骗团

伙收网行动，先后抓获王某等 8

人。此次破获的诈骗团伙中，犯罪

嫌疑人通过软件修改的变声音频，

虚构名人、明星身份，一步步诱导

被害人与“靳东”建立情感联系，再

以“投资、公益、应援、恋爱”等各种

理由索要钱款。

为何又是“靳东”？明星本人

在中老年女性中的影响力当然是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但在大多数人

眼里“一看就是假的”山寨却让这

些中老年女性深信不疑，其背后的

原因还是值得关注。

从一些中老年女性受害者的

情况来看，她们在生活中有各种不

如意和不被理解：有的人与丈夫缺乏交流；

有的子女长期不在身边……因而，她们把与

“靳东”的交流变成了一种精神寄托，受害者

也自愿深陷其中并吐露心声，这时候骗子来

一句“亲爱的姐姐”“姐姐辛苦了”，马上就会

攻破她们的“防线”。受害者的家人往往一

开始并不知晓也不关心，而是等到造成经济

损失后才引发关注，这个时候若再来一句嘲

讽式的“靳东不可能陪着你聊天”，可能反而

会让受害者越陷越深。

“假靳东”的欺骗手法并不高明，但他们

却抓住了受害者的“情感需求”。为中老年

女性筑起“防火墙”，不仅需要平台通过技术

手段查封各种假账号，有关部门加强宣传引

导，提升中老年妇女对“假靳东”的辨识力，

更需要家庭特别是子女予以精神上的关怀，

而不是把她们当成做家务或者照顾下一代

的“老人”。

■ 小区的生态环境“旧貌换新颜”

大调研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