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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近日，福建省政府、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关
于共建福建中医药大学的
意见》，标志着福建中医药
大学正式进入省部（局）共
建高校行列。

记者从福建中医药
大学获悉，福建中医药大
学成为省部（局）共建高
校是学校事业发展的新
起点，标志着学校步入高
质量发展“快车道”。学
校将在福建省人民政府、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
指导下，坚持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坚持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深化医教协
同，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教
育改革与发展，努力建设
成为高水平有特色的一
流中医药大学，更好服务
区域和全国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

福建中医药大学创建
于 1958年，是我国创办较
早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之
一，两次入选福建省重点
建设高校，是福建省“一流
大学”建设高校。学校有
20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重点学科，中医学、中西医

结合 2个学科入选福建省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主干
学科。有 2个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研究中心，1 个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1 个教育
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
心。先后有 789项科研成
果受到国家和省市等各级
奖励，其中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 1 项，教育部
科学技术进步奖（科普类）
二等奖 1项。学校进一步
推进科技创新，加大科研
投入，“十三五”以来共承
担科研课题 3750项，其中
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198
项。

据悉，早在 2021 年 9
月，福建省政府官网公布
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加快医
学教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
的通知》中明确提到，推进
福建省与教育部、国家卫
健委共建福建医科大学，
与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共建福建中医药大
学。

海都讯（记者 马俊杰
通讯员 李翔 冯天翔） 22
日，随着 55031次检测列车
从龙岩站驶出，龙龙高铁龙
岩至武平段（以下简称福建
段）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
段，这标志着龙龙高铁离开
通运营又近了一步。

联调联试是在工程完
成静态验收后，采用检测列
车和相关检测设备进行综
合测试，评价和验证牵引供

电、接触网、通信、信号、客
服、灾害监测等系统的性能
或功能，是对轨道、道岔、路
基、桥梁、隧道等结构工程
和各类设备进行的一次“全
面体检”。

龙龙高铁是国家《中长
期铁路网规划》建设项目，
东起福建省龙岩市，途经上
杭县、武平县进入广东省境
内，终到河源市龙川县，线
路全长 265.5公里，其中福

建境内全长92.7公里，利用
既有赣瑞龙铁路28.4公里，
新建线路全长 64.3 公里。
福建境内设龙岩、古田会
址、上杭北、武平共 4座车
站，其中龙岩站为既有车
站，古田会址站为既有车站
改扩建，其余为新建车站。
龙龙高铁福建段于 2019年
9月开工建设，预计2023年
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龙龙高铁福建段与南

龙铁路、赣瑞龙铁路、龙厦
铁路相连，将结束革命老
区、原中央苏区县武平县无
铁路的历史。这条铁路建
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助力龙
岩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对加
快沿线红色旅游资源开发，
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加
强福建、广东两省区域经济
互助互通，促进东南沿海和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合作，具
有重要意义。

福建中医药大学“升级”
正式进入省部（局）共建高校行列

龙龙高铁福建段进入联调联试阶段
预计今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将进一步助力龙岩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领域案件涉及面广、专业
性强，对执法司法工作能
力提出更高要求。

青海三江源、祁连山、
青海湖生态法庭联动，共
同守护“中华水塔”；重庆
探索“长江生态检察官制
度”，运用司法手段系统性
保护长江生态环境；16省
区市建立河湖警长制、森
林警长制……近年来，公
检法机关加强专门化、专
业化建设，为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提供有力司法保
障。

机制建设专门化——
人民法院健全专门化审判
组织体系，设立环境资源
审判庭，探索涉环境资源
刑事、民事、行政审判职能

“三合一”；2019年公安部
组建食品药品犯罪侦查
局，推进森林公安转隶，整
合警力资源，统一承担打

击环境资源等犯罪职责。
执法办案专业化——

最高法探索借力“外脑”助
审，出台司法解释规范专
家陪审员参加环境资源案
件审理；最高检深化行政
机关专业人员兼任检察官
助理制度，邀请业务骨干
参与检察听证、案件讨论，
提供专业咨询意见等；公
安院校建立环境资源侦查
技术学科并设立相应专
业，加强专业人才储备培
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湛中乐表示，一些环境
资源领域违法犯罪案件
具有侵害范围广、持续时
间长、专业性强等特点。
建章立制、资源整合、人
才培养等举措，旨在提升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
域执法司法专业化水平，
实现对生态环境和资源
的高效保护。

坚持用最严密法治守护绿水青山
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在同一领域同时听取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

国务院关于打击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最高法关于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最高检关于人民
检察院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日前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在同一领
域同时听取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

坚持用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一府两院”三个报告披露了过去五年执法、审判、检察工作织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网
的举措和成效，记者对此进行了梳理。

2018年1月至2023年6
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
办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犯
罪案件26万起，抓获犯罪嫌
疑 人 33 万 名 ，2022 年 比
2018 年 分 别 上 升 58.8% 、
30.3%。

过去 5 年，公安机关
紧盯各类环境资源类犯
罪 ，实 施“ 全 环 节 、全 要
素、全链条”打击——立案

侦办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
刑事案件 3.2 万起，守牢
18 亿亩耕地红线；开展打
击涉野生动物犯罪专项行
动 ，立 案 侦 办 刑 事 案 件
10.8 万起；开展打击长江
流域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
动，立案侦办刑事案件 2
万余起……

2018 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全国法院共审结各

类环境资源一审案件 147
万件。 2018 年至 2022 年
受理的环境资源一审案件
数量较上一个五年增长
76.7%。

经持续严惩，污染环境
类犯罪呈下降趋势。检察
机关数据显示，2018年至今
年 6月，受理审查起诉污染
环境类犯罪 4.3万人。其中
2022 年 比 2018 年 下 降

31.7%。
“报告中的数据有力地

印证了五年来公检法机关
在维护生态文明中发挥的
积极作用，以‘零容忍’态度
对环境资源违法犯罪主动

‘亮剑’，形成了严的基调并
一以贯之，以法治手段守护
绿水青山更加有力有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
管彦杰认为。

针对长江涉渔涉砂犯
罪暴露的问题，公安部会同
相关部委联动解决各地管
理漏洞1300余个。

针对一些地方多发的
违法“放生”乱象，人民法院
进行“普法＋科普”式庭审
直播，并与有关部门沟通协
作，以案释法，引导群众理
性、规范“放生”。

针对某县锰矿资源开采

和保护不善导致污染等情
况，检察机关一体推进打击
刑事犯罪、监督行政违法、维
护公共利益，并结合办案制
发检察建议，为矿业污染综
合治理提供法治样本……

从“办理一案”到“治理
一片”，从“打击局部”到“聚
焦整体”，报告中的多个案
例体现出，公检法机关近年
来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

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思
路，扩展办案视野，以执法
司法办案促进社会治理，推
动源头和全链条治理。

报告中披露了这样一
起案例：某化工企业跨省倾
倒废液造成污染，严重危害
村民饮水安全。地方检察
机关对6名直接责任人依法
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并
对该企业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要求在支付损害赔偿金
的同时，还须承担惩罚性赔
偿责任，得到裁判支持。

“办好一案并非终点，
做实生态司法保护，需要我
们树立能动司法理念，实现
依法办案、保护环境资源和
提升社会治理等方面多
赢。”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
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
委员钟锐说。

N据新华社电

“严”：严的基调，依法严惩违法犯罪

“治”：以案促治，做实生态司法保护

“专”：专业赋能，不断提升办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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