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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在尼日利亚
被绑中国公民获救

新华社电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
向记者证实，在尼日利亚西南部地区
被绑架的 4名中国公民已于 16日由
尼军方解救。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说，14日
凌晨 5时，4名中国渔民在拉各斯以
东的莱基港附近捕鱼时被海盗绑
架。海盗的船只随后驶往翁多州方
向，被正在巡逻的尼日利亚海军舰
艇发现。16日，尼军方和绑匪在翁
多州水域发生交火，4名中国公民被
解救。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事巢小良对
记者说，有 3名中国公民在绑架事件
中受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领
馆将派人探望。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此前曾发
布安全提醒，临近圣诞节和岁末年
初，尼日利亚绑架、抢劫和偷盗等恶
性案件高发，侨胞和中资企业员工
应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少不必要
的外出，避免夜间出行或单独出
行。若因工作需要确需出行的，应
配足武装护卫，选择合理的出行路线
和出行时间。

最高检：对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一律依法快捕快诉

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
监督厅有关负责人日前指出，对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坚持做到“三个一律”：
一律依法快捕快诉；一律组成专班集
中办理；对重点整治地区，一律加大源
头治理和综合治理的力度。

据悉，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从五个
方面做出部署：

一是进一步增强对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危害性的认识，坚持依法严
厉打击不动摇，保持高压态势，防止
反弹。

二是坚持以证据为核心。加强介
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确保侦查取证
及时到位，确保办案质量和效率。

三是加强协作配合，促进源头治
理。加强与公安、法院的协作配合，坚
持依法从重从快，实现“快侦查、快提
捕、快起诉、快审理”，形成打击防范电
信诈骗的司法合力。同时，加强与银
行、电信、互联网企业及行业监管部门
的沟通联系，从治理上游犯罪入手，阻
断公民信息泄露渠道，切断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的源头。

四是注重运用大数据收集研判犯
罪态势，通过数据采集、整理、分析、发
掘、应用，着力解决司法办案中证据收
集、审查认定等难题。

五是完善跨国跨境司法协作。特
别是在跨国跨境协助调查取证、缉捕
遣返犯罪嫌疑人、涉案赃款赃物移交、
证据转换、司法文书送达、通信与网络
证据的转换及证据采信问题等方面细
化协作内容，力争形成完善的司法协
作模式。

破解“企业污染、群众
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

今年初，贵州省开出了一份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书。一家企业
因为非法处理污泥渣污染环境，被贵
州省环保厅索赔900多万元，用于被损
害地区的生态修复工作。

这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一
个典型案例。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
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
方案》，在吉林、山东、江苏、湖南、重
庆、贵州、云南 7个省（市）开展改革试
点工作。

损害生态环境是有代价的。但我
们也看到，在渤海湾溢油污染、松花江
水污染、常州外国语学校土壤污染等
诸多事件中，公共生态环境损害未得
到足额赔偿，受损的生态环境未得到
及时修复。

环保部这位负责人说，在全国试
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目的首先
就是实现损害担责的需要。环境保护
法确立了损害担责的原则。建立健全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由造成生态
环境损害的责任者承担赔偿责任，修
复受损生态环境，有助于破解“企业污
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

他表示，这一改革也是弥补制度
缺失的需要。在我国，国家所有的财
产即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
使所有权。但是在矿藏、水流、城市土
地、国家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
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受到损害后，现有
制度中缺乏具体索赔主体的规定。

同时，通过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
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他指出，目前，建立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的立法条件尚不成熟，在部
分地区开展试点后，需要进一步在全
国范围内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为立法积累经验。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
信办、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共青团中央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要求通过加强网上主旋律宣传、深化网
上主题教育活动等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网上传播。

通知要求，要加强网上主旋律宣传，
充分运用各类网络平台，广泛组织开展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宣传，深入开展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
传，开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宣传。
要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准确把握网
络传播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要求体现到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

务中，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
阵地，用正确的网络舆论引导思潮、凝聚
共识。

通知要求，要深化网上主题教育活
动，以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契机，充分用好网络手段，通
过网络直播、网络视频、网上交流等形
式，为党员干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搭建网上学习平台。

通知还要求，要广泛开展网络公益
活动，积极探索“互联网＋公益”新模式，
搭建网络公益平台，壮大网络公益队伍，
形成线上线下踊跃参与公益事业新格
局。要积极创作传播优秀文艺作品，推
出一批网络文艺精品力作。要坚持用优
秀文化充盈网络空间，不断增强广大网

民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要
加强校园网络阵地建设，优化校园网络
文化环境。要着力打造核心价值观网上
传播品牌，发挥知名品牌引领网络民意
的风向标作用。

通知强调，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
理，加大对突出问题、问题网站专项整治
力度，持续不断净化网上舆论生态。各
级宣传、网信部门要发挥牵头抓总的作
用，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单位和互联网企
业将各项任务要求落到实处。教育、文
化、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要根据职责切
实负起责任，依法加强监督管理。工会、
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和行业协会要
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不断壮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传播力量。

中宣部等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传播

积极探索“互联网＋公益”新模式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破解“企业污染、政府买单”困局

谁损害谁赔偿的原则
省市级政府为索赔主体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解读热点问题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方案》，自2018年1月1日起，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

为什么要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谁可以提出损害赔偿？环
保部有关负责人17日就相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生态环境受到了损害，谁有赔偿义
务？谁有索赔权利？

方案规定，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生态
环境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做到应赔尽赔。

在赔偿权利人方面，2015年印发的
试点方案规定，赔偿权利人是省级政
府。此次印发的方案则将赔偿权利人由
省级政府扩大至市地级政府。

这位负责人解释，实践中，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案件主要发生在市地级层面，
市地级政府在配备法制和执法人员、建
立健全环境损害鉴定机构、办理案件的

专业化程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础，能
够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
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了提高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工作的效率，有必要对赔偿权
利人进行扩大。

方案规定，省级、市地级政府可指定
相关部门或机构负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具体工作。如贵州省政府可以委托贵州
省环保厅来进行索赔工作。

方案同时规定，跨省域的生态环
境损害，由生态环境损害地的相关省
级政府协商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工作。

明确赔偿权利和义务

在试点方案的基础上，此次印发的
方案明确“磋商前置”，即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磋商是诉讼的前置条件。

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经过磋
商，达成赔偿协议。这份经过磋商达成
的赔偿协议，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
确认。经司法确认后，如果赔偿义务人
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赔偿权利人可
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将赋
予赔偿协议强制执行效力，促进赔偿协
议落地。

方案也明确，对于磋商未达成一致
的，赔偿权利人应当及时提起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
这位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环保部将

积极推动各地制定实施方案，以案例实
践为抓手，扎实推进工作。

在加强技术保障方面，环保部将会
同有关部门强化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
术体系建设，推进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规
范管理。

同时，环保部将会同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相关部
门，推进解决各地在改革试行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和困难。
据新华社

促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