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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补选李冕、张起翔、郑大泉，牡丹江
市补选余建为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同意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李冕、张起翔、郑大泉、
余建的代表资格有效。

齐齐哈尔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刘斌，
已调离本行政区域。

哈尔滨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刘志国、
黄玉生，齐齐哈尔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孙
珅，鹤岗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聂云凌，因
工作岗位变动，本人提出辞去代表职务请求并已
被选举单位接受。

哈尔滨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张显峰，
因涉嫌单位行贿问题，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决定
罢免其代表职务。绥化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大
代表戴文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绥化市人大

常委会决定罢免其代表职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关于代表资格的
有关规定，上述7名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五十六条
关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专门委员会
成员，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专门委
员会成员的职务相应终止的规定，刘斌的代表
资格终止后，其省十三届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保
护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截至目前，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实有代表557名。

特此公告。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
2022年6月24日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批准任命：
王 金 力 为 哈 尔 滨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检 察

长。

免去：
王洪亮的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委员、执行二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2年6月24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通过）

任命：
王洪亮为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副院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包建锋为建三江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张爽、马勇、潘庆敏为九三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委员；
武迎松为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王晶亮、张旭为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判员；
王云飞为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副庭

长、审判员；
陈早强为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

副庭长、审判员；
贾喜婷为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
乔琳为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

副庭长、审判员；
邵明浩为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

庭副庭长、审判员；
康迎春为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综合审判庭

副庭长；
李文贺为佳木斯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副庭

长、审判员；
彭毅为佳木斯铁路运输法院综合审判庭副

庭长、审判员；
王晶、安丰利、李佳奇、韩巍、魏平平为黑龙

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尹建国为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

免去：
陆长平、赵玉波的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员职务；
武迎松的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副院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陈嘉道的宝泉岭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苏长权的建三江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王海军的红兴隆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韩继武的红兴隆人民法院双柳河人民法庭

庭长、审判员职务；
井玉亭的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员职务；
祁连龙的绥阳人民法院院长职务；
耿雨莲的鹤北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职务；
夏俊清的双桦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金忠兴的诺敏河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陈早强的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副庭

长职务；
王庆国、刘秀香的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大兴

安岭分院检察员职务；
王妍的亚布力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王权的绥阳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尹建国的牡丹江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职

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2年6月24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通过）

本报24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晓丹）
24日，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黑龙
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条例》有关情况并回答记
者提问。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条例》自2022年
10月 1日起施行。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提高公民哲学社会科学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的重要途径。条例是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
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弥补了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的法治短板，填补了我省社会科学领域立法空
白，为理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体制机制、明确
职权职责和规范权利义务，破解我省哲学社会科
学普及工作瓶颈及哲学社会科学普及事业持续健
康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条例》有关情况

（上接第一版）第三，我们要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
动能。要推进科技和制度创新，加快技术转移和知识
分享，推动现代产业发展，弥合数字鸿沟，加快低碳转
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第四，我们要共同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合
作才能办成大事，办成好事，办成长久之事。发达
国家要履行义务，发展中国家要深化合作，南北双
方要相向而行，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
发展伙伴关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
队。要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发展合作中发挥统筹协
调作用，鼓励工商界、社会团体、媒体智库参与全球
发展合作。

习近平强调，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一
员。中国将采取务实举措，继续支持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将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
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
合作基金”，加大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的投入，支持开展全球发展倡议合作。

——中国将同各方携手推进重点领域合作，动
员发展资源，深化全球减贫脱贫合作，提升粮食生产
和供应能力，推进清洁能源伙伴关系；加强疫苗创新
研发和联合生产；促进陆地与海洋生态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提高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加快工业化转型升
级，推动数字时代互联互通，为各国发展注入新动力。

——中国将搭建国际发展知识经验交流平台，
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
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举办世界青年发展论坛，
共同发起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为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汇聚最广泛力量。

习近平指出，“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让我们
坚定信心，朝着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的正确方向携

手奋进，共创繁荣发展新时代。
与会领导人分别发言。他们表示，感谢中方倡

议并主办此次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高度赞赏习近
平主席关于全球发展合作的深刻阐述。当前国际和
平与发展事业面临严峻挑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是构建更加公平、均衡的国际秩序、促进和
平、安全、平等、发展的关键力量，应该加强团结合
作，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问题置于核心位置，推动构
建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需要和期待的更加美好的
世界。此次对话会恰逢其时、意义重大，有助于就国
际发展合作达成新共识，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

各国领导人赞赏并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
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一致认为发展是安全的基
础，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中方倡议符合广大发展中
国家关切和需求，有利于凝聚国际共识，动员发展
资源，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希
望在减贫、抗疫、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加强合
作，加强全球发展倡议同地区发展规划对接，共同
应对贫困、不平等和发展领域挑战。各方严重关切
单边制裁产生的负面外溢效应及其对脆弱发展中
国家造成的严重伤害，强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秉持公平正义，推
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要加强协调合作，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
发言权，共同维护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稳健运行，推
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携手构建团
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对话会发表主席声明，全面阐述与会各方关于
全球发展的政治共识，围绕全球发展倡议重点领域
提出了务实合作举措。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参加对话会。

习近平主持全球发展高层
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历经三次审议，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4日表
决通过黑土地保护法。以“小快
灵”专门立法保护“耕地中的大熊
猫”，释放了保护耕地、惜土如金的
重要信号。

“一两土，二两油”。世界四大
黑土区，我国是唯一在国家层面进
行专门立法保护的国家。这是通
过国家立法，以“长牙齿”的硬措施

保护耕地的又一生动实践。进入
新时代，国家修改农村土地承包
法、土地管理法，民法典中明确规
定了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等。这些都是依法治国也是依法
治土的重要组成部分。

黑土地位置分布在东北地区，
但黑土地产出却在我们每一张餐
桌上。黑土地保护法强调国家实
行科学、有效的黑土保护政策。黑
土地保护是国家的事，也是每个人
的事。保护黑土地目的是保护中

国人的大粮仓，为确保中国人饭碗
里装的是中国粮。

黑土地保护法明确鼓励粮食主
销区通过经济合作方式参与黑土地
保护，鼓励社会资本投入黑土地保
护活动，还明确要求国务院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会同公安、交通运输、市
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对非法买卖黑土
行为的“全链条”监管。我们要提高
黑土地的全民保护意识，严格查处
盗挖黑土偷运出关等不法行为。

6月25日恰好是全国土地日，

黑土地保护法通过正逢其时。正
如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
审议时所说，黑土地保护法是一部
小法、好法，是一部地域性法律，但
对全国耕地保护具有重要的教育
和借鉴意义。从节约集约用地到
节约每一粒粮食，所有耕地都需要
很好地保护，每个人都能够参与保
护。东北大粮仓占全国年产粮四
分之一，但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必须呵护好全国每一块耕地。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保护黑土地就是保护每个人的饭碗
新 华 时 评

第一条 为了保护黑土地资
源，稳步恢复提升黑土地基础地力，
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维护生态平
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制定本法。

第二条 从事黑土地保护、利
用和相关治理、修复等活动，适用本
法。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土地管
理等有关法律的规定。

本法所称黑土地，是指黑龙江
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
（以下简称四省区）的相关区域范围
内具有黑色或者暗黑色腐殖质表土
层，性状好、肥力高的耕地。

第三条 国家实行科学、有效
的黑土地保护政策，保障黑土地保
护财政投入，综合采取工程、农艺、
农机、生物等措施，保护黑土地的优
良生产能力，确保黑土地总量不减
少、功能不退化、质量有提升、产能
可持续。

第四条 黑土地保护应当坚持
统筹规划、因地制宜、用养结合、近
期目标与远期目标结合、突出重点、
综合施策的原则，建立健全政府主
导、农业生产经营者实施、社会参与
的保护机制。

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
同自然资源、水行政等有关部门，
综合考虑黑土地开垦历史和利用
现状，以及黑土层厚度、土壤性状、
土壤类型等，按照最有利于全面保
护、综合治理和系统修复的原则，
科学合理确定黑土地保护范围并
适时调整，有计划、分步骤、分类别
地推进黑土地保护工作。历史上
属黑土地的，除确无法修复的外，
原则上都应列入黑土地保护范围
进行修恢复。

第五条 黑土地应当用于粮食
和油料作物、糖料作物、蔬菜等农产
品生产。

黑土层深厚、土壤性状良好的
黑土地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划入永
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实
行严格保护，确保数量和质量长期
稳定。

第六条 国务院和四省区人民
政府加强对黑土地保护工作的领
导、组织、协调、监督管理，统筹制定
黑土地保护政策。四省区人民政府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黑土地数量、质
量、生态环境负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水行政、发
展改革、财政、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
组成的黑土地保护协调机制，加强
协调指导，明确工作责任，推动黑土
地保护工作落实。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组织实
施黑土地保护工作，向农业生产经
营者推广适宜其所经营耕地的保
护、治理、修复和利用措施，督促农
业生产经营者履行黑土地保护义
务。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黑土地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全社
会的黑土地保护意识。

对在黑土地保护工作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
门和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水行政等
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制定和完
善黑土地质量和其他保护标准。

第九条 国家建立健全黑土地
调查和监测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土地调查
时，同步开展黑土地类型、分布、数
量、质量、保护和利用状况等情况的
调查，建立黑土地档案。

国务院农业农村、水行政等主
管部门会同四省区人民政府建立健
全黑土地质量监测网络，加强对黑
土地土壤性状、黑土层厚度、水蚀、
风蚀等情况的常态化监测，建立黑
土地质量动态变化数据库，并做好
信息共享工作。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将黑土地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应当充分考虑保
护黑土地及其周边生态环境，合理
布局各类用途土地，以利于黑土地
水蚀、风蚀等的预防和治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以调查和监测
为基础、体现整体集中连片治理，编
制黑土地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
目标任务、技术模式、保障措施等，
遏制黑土地退化趋势，提升黑土地
质量，改善黑土地生态环境。县级
黑土地保护规划应当与国土空间规
划相衔接，落实到黑土地具体地块，
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国家采取措施加强
黑土地保护的科技支撑能力建设，
将黑土地保护、治理、修复和利用的
科技创新作为重点支持领域；鼓励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农业技术推
广机构等协同开展科技攻关。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水土
保持、防风固沙、土壤改良、地力培
肥、生态保护等科学研究和科研成
果推广应用。

有关耕地质量监测保护和农业
技术推广机构应当对农业生产经营
者保护黑土地进行技术培训、提供
指导服务。

国家鼓励企业、高等学校、职业
学校、科研机构、科学技术社会团
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农业科技人员等开展黑土
地保护相关技术服务。

国家支持开展黑土地保护国际
合作与交流。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加强黑土地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

（一）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完善水田、旱地灌排体系；

（二）加强田块整治，修复沟毁
耕地，合理划分适宜耕作田块；

（三）加强坡耕地、侵蚀沟水土
保持工程建设；

（四）合理规划修建机耕路、生
产路；

（五）建设农田防护林网；
（六）其他黑土地保护措施。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推广科学的耕作制度，采取以
下措施提高黑土地质量：

（一）因地制宜实行轮作等用地
养地相结合的种植制度，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推广适度休耕；

（二）因地制宜推广免（少）耕、
深松等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适宜
的农业机械；

（三）因地制宜推广秸秆覆盖、
粉碎深（翻）埋、过腹转化等还田方
式；

（四）组织实施测土配方施肥，
科学减少化肥施用量，鼓励增施有
机肥料，推广土壤生物改良等技术；

（五）推广生物技术或者生物制
剂防治病虫害等绿色防控技术，科
学减少化学农药、除草剂使用量，合
理使用农用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

（六）其他黑土地质量提升措
施。

第十四条 国家鼓励采取综合
性措施，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防止
黑土地土壤侵蚀、土地沙化和盐渍
化，改善和修复农田生态环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展侵
蚀沟治理，实施沟头沟坡沟底加固
防护，因地制宜组织在侵蚀沟的沟
坡和沟岸、黑土地周边河流两岸、湖
泊和水库周边等区域营造植物保护
带或者采取其他措施，防止侵蚀沟
变宽变深变长。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因
害设防、合理管护、科学布局的原
则，制定农田防护林建设计划，组织
沿农田道路、沟渠等种植农田防护
林，防止违背自然规律造林绿化。
农田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更新性
质的采伐，确保防护林功能不减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
展防沙治沙，加强黑土地周边的沙
漠和沙化土地治理，防止黑土地沙
化。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黑土地生态保护和黑土地
周边林地、草原、湿地的保护修复，
推动荒山荒坡治理，提升自然生态
系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
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维
持有利于黑土地保护的自然生态环
境。

第十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
依据黑土地调查和监测数据，并结

合土壤类型和质量等级、气候特点、
环境状况等实际情况，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黑土地进行科学分区，制定
并组织实施黑土地质量提升计划，
因地制宜合理采取保护、治理、修复
和利用的精细化措施。

第十七条 国有农场应当对其
经营管理范围内的黑土地加强保
护，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并依法接受
监督检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
会和村民小组应当依法发包农村土
地，监督承包方依照承包合同约定
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护黑土地，制
止承包方损害黑土地等行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等应当十分
珍惜和合理利用黑土地，加强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应用保护
性耕作等技术，积极采取提升黑土
地质量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的养护
措施，依法保护黑土地。

第十八条 农业投入品生产
者、经营者和使用者应当依法对农
药、肥料、农用薄膜等农业投入品的
包装物、废弃物进行回收以及资源
化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
丢弃，防止黑土地污染。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
支持农药、肥料、农用薄膜等农业投
入品包装物、废弃物的回收以及资
源化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

第十九条 从事畜禽养殖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科学开展畜禽粪污
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以畜禽
粪污就地就近还田利用为重点，促
进黑土地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开
展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

第二十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破坏黑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禁
止盗挖、滥挖和非法买卖黑土。国
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
村、水行政、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
督管理等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保护黑
土地资源监督管理制度，提高对盗
挖、滥挖、非法买卖黑土和其他破坏
黑土地资源、生态环境行为的综合
治理能力。

第二十一条 建设项目不得占
用黑土地；确需占用的，应当依法严
格审批，并补充数量和质量相当的
耕地。

建设项目占用黑土地的，应当
按照规定的标准对耕作层的土壤进
行剥离。剥离的黑土应当就近用于
新开垦耕地和劣质耕地改良、被污
染耕地的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土
地复垦等。建设项目主体应当制定
剥离黑土的再利用方案，报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备案。具体办法由四省
区人民政府分别制定。

第二十二条 国家建立健全黑
土地保护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黑土地保护资
金纳入本级预算。

国家加大对黑土地保护措施奖
补资金的倾斜力度，建立长期稳定
的奖励补助机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
黑土地保护作为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用于农业农村投入的重点领域，
并加大投入力度。

国家组织开展高标准农田、农
田水利、水土保持、防沙治沙、农田
防护林、土地复垦等建设活动，在项
目资金安排上积极支持黑土地保护
需要。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统筹使用涉农资金用于黑
土地保护，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第二十三条 国家实行用养结
合、保护效果导向的激励政策，对采
取黑土地保护和治理修复措施的农
业生产经营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
予奖励补助。

第二十四条 国家鼓励粮食主
销区通过资金支持、与四省区建立
稳定粮食购销关系等经济合作方式
参与黑土地保护，建立健全黑土地
跨区域投入保护机制。

第二十五条 国家按照政策支
持、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原则，
鼓励社会资本投入黑土地保护活
动，并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国家鼓励保险机构开展黑土地

保护相关保险业务。
国家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企

业等以多种方式与农户建立利益联
结机制和社会化服务机制，发展适
度规模经营，推动农产品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高黑土
地产出效益。

第二十六条 国务院对四省区
人民政府黑土地保护责任落实情况
进行考核，将黑土地保护情况纳入
耕地保护责任目标。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水行政等有
关部门按照职责，依法对黑土地保
护和质量建设情况联合开展监督检
查。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
常务委员会报告黑土地保护情况，
依法接受监督。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
国务院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有关
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
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截留、挪用或者未按照规
定使用黑土地保护资金；

（二）对破坏黑土地的行为，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未及时查处；

（三）其他不依法履行黑土地保
护职责导致黑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
遭受破坏的行为。

第三十条 非法占用或者损毁
黑土地农田基础设施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水行政
等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处恢复费用一倍以上三倍
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法将黑土地用
于非农建设的，依照土地管理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重处罚。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造成黑土
地面积减少、质量下降、功能退化或
者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依法治理
修复、赔偿损失。

农业生产经营者未尽到黑土地
保护义务，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
可以不予发放耕地保护相关补贴。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
条规定，盗挖、滥挖黑土的，依照土
地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重
处罚。

非法出售黑土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农业
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没收非法出售的黑土和违法所
得，并处每立方米五百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罚款；明知是非法出售的黑
土而购买的，没收非法购买的黑土，
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
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
十一条规定，建设项目占用黑土地
未对耕作层的土壤实施剥离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处每平方米一百元以上
二百元以下罚款；未按照规定的标
准对耕作层的土壤实施剥离的，处
每平方米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
罚款。

第三十四条 拒绝、阻碍对黑
土地保护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造成黑土地污
染、水土流失的，分别依照污染防
治、水土保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从重处罚。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林地、草原、湿
地、河湖等范围内黑土的保护，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等有关法律；有关法律对盗
挖、滥挖、非法买卖黑土未作规定
的，参照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处
罚。

第三十八条 本法自2022年8
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
（2022年6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