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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滨海湿地开发项目侵占

■鹬类水鸟栖息地，环保组织将

开发建设单位连带环评单位诉

至法庭，案件历时近三年，日前

获一审判决。

2024年 1月 19日，媒体从原
告方获得的一审判决书显示，

2023年 12月 28日，江苏省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

中院”）判被告建设单位连云港金

海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海岸公司”）开发建设的蓝

色海湾项目违反了国家规定，存

在生态损害的现实风险，在未经

合法审批之前应当停止建设。

法院认为，拟建设的蓝色海湾

项目具有损害鸟类觅食地、栖息地

的现实风险。环评单位南京师大环

境科技研究院（以下简称“南师大

环科院”）的环境影响评价因为遗

漏对鸟类影响的评价，应当与金海

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

明案涉项目已建成的部分仍造

成了生态环境损害或存在生态

破坏的风险，驳回原告北京市朝

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

简称“自然之友”），共同原告绍

兴市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杭

州市生态文化协会提出的消除

危险、生态修复、赔偿损失、赔礼

道歉的请求。

“鹬港相争”

江苏北部的黄海海岸，拥有

中国最大的一片淤泥质滩涂。连

云港临洪河口滨海湿地是■鹬

类水鸟的天堂，这片泥质滩涂是

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迁徙水
鸟的重要栖息地，这里记录到小

青脚鹬等 5 种国家一级保护野
生动物、半蹼鹬等 7种国家二级
保护野生动物和 15种全球受胁
或“近危”物种。

其中，这里记录到的半蹼鹬

的数量接近全球全部种群数量，

是半蹼鹬在全球范围内至关重

要的栖息地。

连云港市连云新城蓝色海

湾项目包含“连云港市连云新城

蓝色海湾基础工程”、“连云港市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连

云新城岸线修复工程”和“连云

港 市 蓝色 海 湾 整治 行 动 项

目———连云新城滨海湿地修复

项目”，统称“蓝色海湾”项目，由

被告金海岸公司投资开发建设。

“蓝色海湾”项目名为“海岸

带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实则

是以牺牲自然岸线和滨海湿地

为代价的开发建设。项目环评报

告中显示，“泥滩大面积出露，难

以形成碧海蓝天、绿水白沙的滨

海景观，影响了连云新城的滨海

城市品质”。因此，项目拟在这片

滩涂上建设环抱式潜堤，围填后

种树、铺设人工沙滩。

水鸟，尤其是■鹬类水鸟需

要在裸露的滩涂上觅食，因此低

潮位时滩涂暴露面积即等同于

水鸟觅食地面积。水鸟在潮间带

滩涂的觅食地需要有周期性的

潮水淹没，才能带来营养物质和

底栖生物作为食物。对于半蹼鹬

而言，它们会在南迁前往下一目

的地前在连云港吃饱喝足，进行

充分的能量补给。

“项目建设已经造成滩涂面

积减少、水鸟觅食地丧失，对高

度依赖该区域珍稀濒危水鸟种

群存续造成重大风险。”环保组

织自然之友法律团队负责人、本

案原告代理律师何艺妮说。

2021年 5月，自然之友提起
环境公益诉讼，将项目建设公司金

海岸公司和环评报告编制单位南

师大环科院一并告至南京中院，请

求停止这一切破坏滩涂湿地等行

为。“鹬港相争”案由此上演。

2021年 5月 24日南京中院
立案后公告了案件受理情况，并

书面告知了连云港市生态环境

局。绍兴市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

心、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分别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2021 年 6 月

30日申请参加诉讼，经南京中院
准许列为共同原告。

环保督察定性项目违法

在诉讼审理期间，2022 年 3
月 25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进驻江苏，接到有关

江苏省连云港“蓝色海湾”工程

侵占珍稀濒危水鸟重要觅食地

的线索，赴实地进行了调查。

2023年 2月，江苏省公开第
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

改方案及整改任务清单，认定案

涉项目违法在原有岸线向海一

侧通过抛填块石、吸沙吹填等方

式抬高地形，岸线向海推进 60
至 100米，占用海洋公园滨海湿
地约 143.6公顷，破坏原有泥质
滩涂生态环境。

针对一些地方生态修复项

目实施中存在的前期工作不扎

实、监督管理不到位、进度滞后、

实施不规范等问题，2023年 3月
2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下发了
关于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

目规范实施和监督管理的通知，

要求：“严禁借海洋生态保护修

复之名，变相实施、造成事实性

填（围）海或人工促淤……实施

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不得违背自

然规律，采用人工干预方式建设

人造沙滩；不得改变自然岸线的

海岸形态和生态功能”。

法院判决项目“暂停”

1月 19日，原告代理律师何
艺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案与

“绿孔雀栖息地保护案”一样，是

一起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该项

目名为生态修复，实则违法实施

围填海，将建设区域原本具有水

鸟天然觅食地的功能，通过人为

填埋，强行把水鸟天然的觅食

地，建成高潮停歇地，导致对于

水鸟生存来说更为稀缺和重要

的“食堂”遭受严重破坏。法院判

决停止建设，有效预防了错误的

生态修复损害水鸟觅食地的重

大风险。

何艺妮认为，连云港蓝色海

湾项目破坏水鸟觅食地的重大

风险依然存在，并未完全消除。

基于过往多年的科学监测数据

和论文研究，接近全球全部种群

数量的半蹼鹬高度依案涉区域

觅食，这一觅食地倘若破坏，会

直接影响半蹼鹬迁徙的能量补

给，影响后续途中的生命安全和

种群繁衍，继而产生危及种群存

续的重大风险。根据环境保护法

确立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

则，以及中国签署加入的《生物

多样性公约》中明确的“风险预

防原则”，唯有工程永久停止建

设，才能消除这一重大风险。

鉴于此，自然之友目前已经

提起上诉，请求法院判令蓝色港

湾项目的“基础工程”和“岸线修

复工程”永久停止建设，对已破

坏区域进行生态恢复等。

（据澎湃新闻）

半蹼鹬的“食堂”遭严重破坏
“鹬港相争”案判了！

新闻 NEWS

青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的《青海省

反家庭暴力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已于 2024年 1月 1日起施
行。近日，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条例》

的立法背景、立法过程及重要意

义和主要内容作了介绍。

据介绍，《条例》共 37条，其
出台结合了青海省反家暴工作

实际，在反家暴工作遵循的原则

和工作机制、家庭暴力的预防、

家庭暴力的处置、人身安全保护

令、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

详细的规定，最大限度方便全社

会学习遵守、贯彻执行。

据介绍，《条例》依据上位法

的规定，结合青海省反家暴工作

实际，针对家暴主要表现形式，

采取了分类归纳和具体列举的

方式，对家庭暴力的概念作出界

定，明确了家庭暴力的三种主要

类型，即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

暴力。同时规定，通过网络等手

段实施相关侵害行为的，也属于

家庭暴力。

对家庭成员以外具有监护、抚

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

人，因为发生暴力的情况具有隐蔽

性，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人合法权

益，也规定参照《条例》执行。

为及时救助家庭暴力受害

人，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促

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条例》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妇女儿童

工作机构制定反家庭暴力联防联

动工作流程，建立健全家庭暴力

受害人投诉的受理、跟进和转介

等制度，并对家庭暴力处理实行

首接责任制；公安机关接到家庭

暴力报警后及时出警，并做好制

止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等工

作，同时规定对依法不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

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

书；村（居）民委员会等对收到告

诫书的加害人、受害人进行查访，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接诊遭

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

人时，应当做好详细诊疗记录；临

时庇护场所要为家庭暴力受害人

提供临时生活帮助并要做好提供

食宿救助等四项工作。

在加强反家庭暴力法治宣

传，增强全社会的反家暴意识方

面，《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要将反家庭暴力相关法律法

规宣传纳入普法规划；民族自治

地方可以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开

展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婚姻登

记机关应当将反家庭暴力宣传

纳入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内容；广

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

制作、刊播反家庭暴力节目和公

益广告。 （据《中国妇女报》）

《青海省反家庭暴力条例》施行
对家庭暴力处理实行首接责任制

满潮期间，半蹼鹬（图片后方的锈红色鸟群）飞入临
洪河口滩涂边的水塘稍作休息

披着繁殖羽的半蹼鹬在水中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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