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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微山山湖湖上上有有条条““公公正正号号””审审判判船船
湖上授课、船上审判，湖区播撒守护环境资源“火种”

湖上开起环保课堂
“船上法官”不好当

“阿姨，在微山湖钓鱼违
法吗？”、“什么是禁渔期？”、

“湖面上大大的网箱是干什么
用的？”……3日上午，微山县

人民法院“公正号”审判船缓
缓开动，来自微山岛镇中心小
学的几十名同学，正在船上听
一堂特殊的环境保护课。为同
学们上课的教师，正是微山县
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团队
的法官刘贵芳。

“我还是第一次听法官讲

课。”微山岛镇中心小学三年
级二班的殷艺嘉说，她虽然生
长在微山岛上，但很少进入湖
区，乘船在微山湖里听法官讲
环保，感觉非常新鲜。

“这些案件的影像资料真
实生动，对孩子们非常有吸引
力。”刘贵芳说，让更多的人参

与，学习环保法律知识，一直
是她积极在做的事情，湖区不
少渔民对环境资源保护一类
的法律意识淡薄，有时违法了
也不知道。“我们每年都会搞
普法宣传，经常划着小船在湖
面上挨家挨户进行普法宣传，
引导大家认识、学习环保和渔
业类的法律法规。”

面积1266平方公里的微
山湖上，从事渔业生产、养殖
的村庄有70余个，近10万名渔
民星星点点分布在广阔的水
域中，各种纠纷时有发生。有
些案件，如果法官不亲自去现
场看一看，根本不好处理。

刘贵芳与“公正号”已经
相伴近5年，利用“公正号”走
访渔村，发放诉讼指南，开展
禁渔区、禁渔期、滩涂湿地等
专项司法保护已是常事，有时
开展巡回审判，她要在船上待
上一周，“印象最深的就是几
年前巡回处理了5个案子，在
船上待了整整一周。”刘贵芳
说，她和同事南阳、微山、昭
阳、独山四个湖走了一圈，最
终将5起案件圆满结案，无一
上诉。“工作结束，从船上下
来，感觉腿都不是自己的了，
晚上睡觉床都是晃的。”

探索修复性司法机制
引导被告人修复生态

2015年，山东省基层法院
首家环境资源审判庭在微山
法院揭牌成立，专门负责环境
资源案件的专业化审判。2019

年，微山法院机构改革，虽然
撤销了环境资源审判庭，但依
旧保留着专业的环境资源审
判团队。

“成立了专业的审判团
队后，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
生态修复性司法工作机制，
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刘贵芳
说，去年6月份审理的一起非
法捕捞的案件，当庭判决后，
当日下午被告人就将1000多
尾微山湖鲤鱼幼鱼，投放到
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微山湖
下级湖水域。

“让非法捕鱼者做放鱼
人，受损的生态能得到恢复，
他们自身的保护意识也能得
到提升。”刘贵芳说，虽然目
前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还
面临着环境审判专业性强以
及鉴定专家和机构较少等诸
多问题。“法律会越来越健
全，我们法官也要不断的学
习环境资源方面的知识，让
自己更加专业，才能向更多
的人普及环保常识，提高大
家的法律意识。”

“在以往的环境资源案件
中，被告人大多会被判刑罚或
处罚金，但被损坏的生态环境
得不到修复，近年来，微山法
院尝试让被告人以放养鱼苗、
缴纳生态修复金等方式修复
生态，将案件当事人自愿修复
生态作为从轻、从宽处理的重
要考量情节，通过这种方法，
实现惩治违法犯罪与生态保
护的双赢。”微山县人民法院
院长冯燕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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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在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在微山县人民法院的“公正号”审判船上，一堂特殊的环境保
护课正在上演，为同学们上课的教师，是微山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团队的法官刘贵芳。

为保护湖区环境资源，微山县人民法院积极开展专业化审判，成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团队，刘
贵芳带领着这个团队，审理了几十起环境资源案件，为美丽的生态环境作出了贡献。

公正号审判船缓缓启动出发。

审判船上，刘贵芳给同

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环保

法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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