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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海颖

啥是冻雨？有哪些危害？2021年 11
月初，我省遭遇罕见冻雨天气，富锦气象
局在快手APP“天气‘大佬’说天气”账号里
紧跟热点，通过动画形式揭开冻雨等天气
的神秘面纱。

气象宣传，哪种传播方式是百姓喜闻
乐见的呢？孙胜阳调查发现，现在人手一
部手机，农户爱玩短视频，也愿意在短视
频平台内参与互动。于是 2021年 3月，该
局开通快手账号，通过动画短片、主播真
人出镜等方式，让百姓近距离接触气象知
识。2021年春播前组织的一场快手直播
活动，高峰时有近千人“围观”。

但这还不是“最亮眼”的成绩！
2021年 11月 18日，“富锦微天气”微

信公众号发布《暴雪、大风天气提醒》阅读
量高达 1.8万余次，刷新该公众号阅读量
之最。

孙胜阳告诉记者，他计划未来适时通过
短视频平台，进行气象助力乡村振兴直播，
宣传富锦大米品牌，助力农业企业增收。

董云峰告诉记者，“我们坚信，伴随着
气象服务水平的提升和气象现代化建设
的发展，未来县气象局定能以更高水平的
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省检察机关探索多手段、多角度生态修复方式

亲手毁了49株落叶松的老姜，怎么也没想到，他会通过“补植复绿”、
补种盗伐树木十倍的方式接受法律的制裁。

虽没坐牢，但一年多来，老姜勤勤恳恳地种树、护树，洗涤内心的罪
恶，全力保证承诺的500株松树苗三年内成活率达到85%。当地检察官
和林业部门人员则多次去检查补植情况：数量够不够？成活率咋样？履
行着监督执法的职责。

2017年6月，我国正式确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随着检察
公益诉讼职能的逐渐成熟运行，“补植复绿”这一恢复性司法理念从生态
修复的角度向民事、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业务中全方位延
伸。目前，我省各级检察机关已将守护绿水青山理念融入到生态环境司
法案件中的每个环节。

“真没想到啊！我砍的都是十
多年的活树。看着它们我也心疼
啊！”提起当年盗伐 49株落叶松的
事儿，呼玛县的姜某懊悔不已。

2019年11月18日，62岁的老姜
像往常一样去林子里采药材，“我看

到这些树的树枝都发黄了，以为是
死树，因为腿脚不方便，就想着多砍
点柴火冬天用。”于是，老姜借来拖
拉机和油锯，将树锯成树段，运到其
在嘎拉河林场嘎鲁河村的租住地。

“我也不懂啊！房东说这些树都是

实心儿的，应该是活树，盗伐活树这
是犯法！吓得我立即去自首，做好
了坐牢、罚款的心理准备……”

经呼玛县林业和草原局鉴定，
被砍伐的落叶松 49 株，立木蓄积
8.07772立方米，出材6.07立方米。

2020年 4月 23日，呼玛县公安
机关将此案移送到呼玛县人民检察
院审查起诉，“姜某行为符合刑法盗
伐林木罪的规定，但因其有肢体三
级残疾，且系初犯，属于自首认罪，
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
性较小，适用于认罪认罚制度，我们
开始为姜某释理明法。”办案检察官
呼玛县人民检察院第一监察部主任
王瑛娜介绍。

按照以往做法，盗伐罪将面临
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
事处罚。但这次检察官本着“恢复
生态环境，保护绿水青山的理念”，
加上其具备认罪认罚从宽适用制

度，于是询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愿意
“补植复绿”，即按规定以盗伐林木
数量的十倍重新种植树木，恢复被
破坏的林地。

得知不用坐牢，还能弥补过失，
老姜连声感谢检察官给自己一次改
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处罚太好了，
比服刑强！还大山绿色，这样我心
里也踏实。”

在公安部门、检察机关的见证
下，2020年 5月 9日，老姜与林业部
门签订“补植复绿协议”，并于第二天
在占地面积 3亩的指定位置种植了
500株松树苗：“我花了700元从林业
部门买了500多株树苗，找了6个人

分成三组，2天就种完了，算上请工
人的钱一共花了 2000元，这钱花得
我心里踏实。”老姜向记者介绍。

种树后，老姜还与检察机关签
订了《“补植复绿”养护承诺书》，承
诺三年内看护其补种的树木，保证
成活率达到85%。

“一年多来，我们多次与林业部
门返回补种现场，查看树木长势情
况。经林业部门鉴定，500株树苗目
前长势良好，成活率已远超 85%。”
王瑛娜介绍，姜某盗伐林木案情节
轻微，认罪态度良好、积极认罚补植
复绿，最终检察机关对其作出相对
不起诉决定。

一念之差 六旬老人砍了49株活树
“看着它们我也心疼啊!”

中国气象局近日通报表扬全国55名
县气象局局长，我省两人入列

天气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县级气象局，在发挥气象防灾
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中位置靠前、责任重大。2021年12月9日，中国
气象局发布通报，对表现突出的55名县气象局局长予以表扬。其中，
我省佳木斯富锦市气象局局长孙胜阳、双鸭山宝清县气象局局长董云
峰获此殊荣。

被全国点赞！这是国家层面对两名县级气象局局长的褒奖，也是
对黑龙江全体气象人的肯定。那么，这两位县级气象人带着他们的团
队，做出了哪些接地气的硬核举措呢？请看记者的调查。

气象为农服务小分队走村入户，面
对面指导农户根据积温不同来选种。

提到 2015年 8月以来，在富锦市气象局局长位
置上所做的每一件事，41岁的孙胜阳都熟稔于心。

作为全国产粮大县，气象保障现代化农业发展和
防灾减灾任务，对富锦气象人来说是一件机遇与挑战
并存的事情。“水稻、玉米和大豆在不同生长阶段，对
天气要求不一样。春播、夏田管理、秋季防霜、秋冬整
地等阶段对气象服务的要求也不同。为此，我们的气
象为农工作全年按照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作物
制定了服务方案。”孙胜阳告诉记者，该局将气象助农
服务进行精细化拆分，打造“直通车”式服务。

孙胜阳说，该局与农业部门建立了多个微信群，群
里的农业专家、种植大户每天都能收到最新气象信息。
农户有疑问，农业和气象专家随时解答。每年春播前，他
还带着最新的年气候预测资料，与气象为农服务小分队
走村入户，面对面指导农户根据积温不同来选种。

“2021年 1月，富锦气象局发布了全年农业生产
有效积温在 2450℃左右的预测信息，于是我选种了
龙稻 12，收成挺好。”当地农户刘长明说，最近几年，
农户们都是参考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提示安排农事。

“父辈种地靠经验，但经验也有不准的时候。现在，
我们在农业和气象部门的指导下科学种田，准得
很！”这位80后新农民感叹道。

侯佳昌的家庭种植农场经营流转水稻
500多亩。“每年春播秋收，孙胜阳局长都到俺
们这里来，还帮着干活儿。”侯佳昌曾向孙胜阳
建议，手机信息接收短信有延迟，最好把“富锦
微天气”公众号推送时间固定到每天下午三点
左右。孙胜阳爽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

记者了解到，除了与农户进行现场交流，
富锦市气象局的服务人员还定期深入农资大
市场、合作社、粮食仓储企业等农业生产一线
开展面对面、点对点的需求调查分析。

在宝清县气象局会议室，悬挂着当地中
草药种植商会送来的锦旗，“预报精准、预警
及时”八个大字无疑是对其高质量气象服务
最好的诠释。“董云峰局长经常带队到商会和
中药种植户家中调研需求，让气象服务有的
放矢。”该县中草药种植商会秘书长屠华说。

据悉，近年来，宝清县气象局在董云峰的
带领下，通过走访有关乡镇、农业合作社及企
业等，积极开展气象服务需求调研。

宝清县气象局通过强化部门联动，为政
府防灾减灾提供气象参考的同时，也在为安
全生产、旅游业等特色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气
象技术支撑。

“我们在彩云岭景区安装一套6要素自动
气象站，通过收集当地气象资料，定期制作发布
旅游服务产品。”37岁的董云峰说，2021年以来，
该局先后与当地煤电化公司、供电公司等企业
签订服务协议，“供暖季，热电厂对天气走势敏
感。我们与热电厂对接，利用气象服务帮他们
节约成本、降低污染。”

宝清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张华君说，该县辖
区公路点多线长、分布较散，通行路段包括平原、
丘陵、山区等区域，道路交通安全对气象的依赖
极大。2021年夏天，董云峰带队来到县交通运输
局，就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气象服务保障进行了调
研并建立联系机制。“暴雪从哪个方向来、下多大
等问题，县气象局都能提前发布预报，有利于科
学调度清冰雪队伍，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

“公众号+短视频+直播”
气象传播力不断增强

“全年+特色”定制助农方案

田间地头调研问需求
除与农户交流，还定期深入农

资大市场等生产一线面对面调查。

联动多部门
对抗天灾节本降污

“供暖季节，我们与热电厂
对接，利用气象服务帮他们节
约成本、降低污染。”

通过动画短片、主播真人
出镜等方式，让百姓近距离接
触气象知识。

怎样一种生态司法保护怎样一种生态司法保护

“补植复绿”按被毁数量十倍种树
“这么处罚比服刑强！还大山绿色，我心里也踏实。”

补植复绿补植复绿

说起我省“补植复绿”
制度由来，最早起源于涉林
犯罪案件中提出对被告人
植造“赔偿林”的建议，此建
议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较
好实现了“办一个案件、恢
复一片青山、教育一方群
众”的目的。

近年来，检察公益职能
凸显，在办理涉林刑事案件
中,检察机关会代表国家公
共利益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并要求被告人承担

“补植复绿”民事公共责任。
“打击犯罪仅仅是手

段，用司法力量保护生态环
境才是最终目的。”黑龙江
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
主任张宇宏介绍到，自2019
年以来，伴随检察公益诉讼
职能的逐渐成熟，“补植复
绿”作为一种恢复性司法理

念的实践活动，在办理破坏
生态环境案件中得到广泛
使用。2021 年 11 月，全省
检察机关对近三年涉及破
坏生态环境案件开展全面
清查行动，针对已经办理的
同类案件是否达到修复原
貌要求，相关行政监管部门
监管职责是否履行到位等
问题进行再复查、再核实，
一旦发现问题，立即启动检
察监督职能，督促行政监管
部门予以改正。

另外，我省检察机关也
在探索多手段、多角度的生
态修复方式。在湿地保护
公益诉讼案件中，使用“异
地补植复绿+替代性环境修
复”；在林区采用建立“生态
修复林”基地的方法保护生
态原貌。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检察公益力量
正义、青山两不负
“用司法力量保护生态环境
才是最终目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丁燕

“被全国点赞”的县气象局长
有啥有啥““硬手硬手””？？

接地气举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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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气举措4

检察官现场查看补种树苗长势情况。

孙胜阳孙胜阳（（左二左二））调研时调研时，，
帮农户整理秧苗帮农户整理秧苗。。

董云峰董云峰（（右二右二））陪同陪同
宝清县县委副书记到农宝清县县委副书记到农
业园区调研业园区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