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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人员名单公示

根据 《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和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关于开展 2022 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 的有关要求， 上海

法治报社已对持有新闻记者证人员进行了严格审查， 现将拟通过

2022 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人员名单予以公示， 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公示时间： 3月 13日 -3月 22日。 名单如下：

王霄岩 赵月樑 刘 海 陈颖婷 胡蝶飞 夏 天

季张颖 王 湧 汪 昊 陆如燕 章 炜 徐 荔

陈宏光 王睿卿 金 勇 徐 慧 王 菁 陈友敏

杨 梅 梅文婷 乔 勇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监督举报电话： 021-64339117

上海法治报社电话： 021-64221184

上海法治报社

2023 年 3 月 13 日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日， 徐汇区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系列现场

会———“法治保障” 专场在漕河泾

开发区会议中心召开， 会议以党建

引领， 法治护航， 打造最优法治化

营商环境为主题。

会上， 市委政法委对徐汇区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进行指导，

指出徐汇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

作成效显著， 打通了法律服务的最

后一公里， 打造了基层司法服务的

新样本， 打开了法治与智治融合的

新空间。 要进一步让长板更长、 亮

点更亮， 不断提升徐汇打造最优法

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成效， 以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试点验收为契机， 高

质量总结典型经验。

徐汇区始终坚持践行和发扬新

时代“枫桥经验”， 推动法治资源

下沉， 推进法治思维解纷、 法治意

识维权。 今年是试点工作的验收之

年， 通过系列现场会的召开， 进一

步提炼徐汇区三年试点工作经验，

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

“徐汇样本”。

□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 缅怀伟人光辉思想和

伟大业绩， 3 月 12 日， 在孙中山

先生逝世 98 周年纪念日当天 ，

“孙中山在上海史迹地寻踪系列活

动” 暨 《世纪伟人———孙中山生平

事迹展》 巡展在华东政法大学长宁

校区法剧场启动。 活动吸引了正在

苏州河步道华政段游玩的不少市民

驻足参观。

上海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生涯中

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1913 年 2 月 1

日， 孙中山先生应邀出席圣约翰大

学学期结束仪式， 并于思颜堂二楼

大会堂发表演讲， 告诫青年：“民主

国家，教育为本。 人民爱学，无不乐

承，先觉觉后。责无旁贷，以若所得，

教若国人，幸勿自秘其光。 ”

而思颜堂正是现在的华东政法

大学长宁校区 40 号楼， 在华政园

启动此次系列活动有着重要历史和

现实意义。 一方面学校拥有优良的

红色基因， 一直致力于用好用活红

色场馆育人资源， 讲好传播好红色

故事， 进行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

堂一体化建设， 丰富百年党史“大

思政课” 的课程资源， 拓展其辐射

范围，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另

一方面学校在过去两年大力改造提

升校园整体风貌， 通过拓宽步道、

升级绿化、 历史建筑修旧如旧等实

事举措， 使其作为苏州河沿线“会

客厅” 向市民开放， 让市民在百年

校园的“活化石” 历史风貌中， 最

大限度享受大学开放空间， 延续红

色基因和“最上海” 文脉。

华东政法大学作为系列活动首

站， 同时启动 《世纪伟人———孙中

山生平事迹展》 巡展， 以期通过追

踪伟人在沪足迹， 展现孙中山为追

求建设一个崭新国家而奋斗的革命

历程， 从而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

弘扬伟人的思想精神。

□记者 王湧

见习记者 朱非 摄影报道

本报讯 3 月 9 日下午， 由上海

法治报社、 农行上海徐汇支行、 徐汇

区枫林路街道办事处联合开展的消费

者权益保护专题讲座举办， 活动以

“学习贯彻二十大 金融为民办实事”

为主题。

活动中， 农行徐汇支行的工作人

员从实际工作中的 3 个典型案例展

开， 为居民们讲解新型电信诈骗的作

案手段和防范要点。 上海法治报记者

则结合直播间购物中存在的问题， 分

享了直播间购物维权指南， 讲述了一

些实用的维权妙招。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蔡璐依

本报讯 昨天是第 45 个“3·

12” 植树节。 记者获悉， 青浦区人

民检察院青木护未团队携手辖区内

职能单位与部分未成年人， 在“青

木苗圃” 用实际行动守护幼苗、 呵

护花蕾， “植树+育人”， 为春天

增添一丝绿意。

现场， 检察官们和孩子们一起

积极投入、 干劲十足……整个植树

现场秩序井然有序， 一颗颗小幼苗

伴随着用心书写下的绿色寄语牌，

被栽种到了泥土中。

为推进完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未成年人检察保护

工作合力， 青吴嘉三地检察机关在

示范区检察保护中心共同为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未成年

人检察保护中心揭牌。 并值此植树

节， 联合召开了一场线下座谈会，

共同描绘示范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的“同心圆”。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也是未检重

要工作之一。 青木护未团队始终将

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放在心头， 在

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 坚持

“专业化帮教+社会化帮教+精准化

帮教”， 通过社会合力能让迷途的

孩子回归社会。

□法治报记者 陈友敏

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检

察官的身影出现在福建省龙海林下

国有林场 （以下简称林下林场 ），

在这里与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检察院

（以下简称龙海区院） 检察官一起，

见证一批涉案国家珍贵濒危野生植

物金毛狗蕨回归原生生境。

从上海至漳州跨越 1050 公里，

300 余株金毛狗蕨“回家之路” 困

难重重， “怎么运、 何时运， 如何

对接” 都是摆在两地检察院面前的

难题。 上海铁检院与龙海区院能动

履职， 积极探索跨区域公益诉讼协

作机制， 分别在出发地和目的地协

调金毛狗蕨珍贵、 濒危植物的发送

和接收工作， 最终通过多方努力，

涉案金毛狗蕨顺利由侵权人送归原

生境林场， 并开启长期监测记录。

这些金毛狗蕨来自上海铁检院

办理的一批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侵权人

为牟取不法利益， 将从野外盗掘的

金毛狗蕨放置在本市多个花卉市场

的店铺内进行销售。

修复受损生态环境、

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目标

是最大程度最优化地修复受损生态

环境， 在本案中如何贯彻恢复性司

法理念， 实现野生植物生态资源的

原态恢复保护， 成为摆在办案检察

官面前的重大难题。

通过走访植物保护专家及相关

养护机构， 检察官对金毛狗蕨有了

更多的了解， 它属于国家级濒危珍

奇植物， 起源于侏罗纪时代， 是蕨

类植物中辈分最高的“活化石”。

当前自然分布范围主要为福建、 云

南、 贵州、 广东、 海南等省， 上海

并不在其自然地理分布范围， 且由

于金毛狗蕨所需生长环境为荫蔽、

湿润、 富含腐殖质的酸性土壤， 上

海的土壤条件多数中性偏碱， 并不

适合金毛狗蕨自然生长， 因此被贩

卖的金毛狗蕨在上海地理环境下很

难生存。

能动履职， 促金毛狗

蕨顺利“回家返乡”

本案案发地上海并非金毛狗蕨

的原生地， 土壤条件及气候均不适

宜金毛狗蕨的生长， 检察官通过向

司法鉴定机构征询， 得到回复： 为

最大程度保护野生植物多样性资

源， 将涉案金毛狗蕨送回原生生境

进行原地保护是当前最优化的弥补

损害、 恢复生态的措施。 据此上海

铁检院提出由侵权人将涉案金毛狗

蕨送回原生境地的诉请， 得到了法

院的判决支持。

在诉讼过程中， 公益诉讼起诉

人提前联系好涉案金毛狗蕨植物原

生生境的相关野生植物接收机构，

与侵权人就金毛狗蕨送回事宜达成

一致方案。 并联系金毛狗蕨原生境

地的检察机关———龙海区院， 通过

龙海区院与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沟通

协调、 共同努力， 为涉案金毛狗蕨

选择了自然环境优越， 温度、 湿度

适宜的林下林场作为接纳场所。

一份绿色发展协作机

制，实现合作双赢共赢

以案件为依托， 以机制为引

擎。 这起跨区域珍贵濒危野生植物

案件的办理， 促成了上海铁检院与

龙海区院签署 《关于依法能动履职

加强绿色生态公益诉讼协作的工作

机制》， 从个案办理到共建共护，

就加强建立生态司法保护联络交

流、 信息共享、 办案协作等合作机

制进行会商、 达成共识， 携手打造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基地， 实现

受损生态环境的“精准修复”。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昨天是植树节， 记者

从市绿化市容局获悉， 本市自 2017

年试点开展互联网+义务植树， 以

在线认建认养方式替代实体植树。

截至目前， 线上平台可供认建认养

的树木为 10000 余棵 （包含古树名

木 200 余棵）， 树种有 100余种。

数据显示， 截至 2022 年年底，

上海新增森林面积 5.1万亩，森林覆

盖率达 18.51%， 抚育生态公益林 3

万亩，新建 30 个开放休闲林地。 全

年累计新建绿地 1055 公顷、 绿道

232公里、立体绿化 44.6万平方米。

在全国范围， 随着城乡人居环

境改善， 可供植树的地块越来越

少， 为方便广大群众参与生态公益

活动， 履行植树义务， 在 2017 年 6

月 13 日， 全国绿化委员会印发了

《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

（试行）》， 提出了造林绿化、 抚育

管护、 自然保护、 认种认养、 设施

修建、 捐资捐物、 志愿服务、 其他

形式等八类义务植树尽责形式， 以

便全民尽责。

记者从市绿化市容局获悉， 本

市自 2017年试点开展互联网+义务

植树， 以在线认建认养方式替代实

体植树。 经过多次优化， 现在市民

可通过“随申办市民云 ” APP、

“绿色上海” 等微信公众号、 上海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官网等多种途

径进入认建认养平台。 平台实现了

认建认养的全流程线上操作， 所在

区域、 树种、 认养费用等信息都已

在平台上公布， 让认养更透明、 更

便捷。 平台还提供了更人性化的后

期服务， 市民可以通过手机， 在认

养记录中查看到自己的尽责或荣誉

证书。

目前上海植物园和上海滨江森

林公园已试点可视化查看认养树木

实时视频功能， 让参与市民可以经

常关注自己认养树木的生长状况。

未来， 平台还将提供更加丰富的选

择， 包括特色植物认养、 公园绿地

认养， 不仅适合市民个人， 还适合

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等， 为员工

实现义务植树尽责。

上海推广互联网+义务植树

1万余棵树木可供线上认建认养

青浦检察院：用实际行动“植树+育人”

青木护未团队的特殊植树节

一次跨越千里的生态接力
让300余株金毛狗蕨顺利“回家返乡”

防范新型电信诈骗 直播间购物维权有妙招

“孙中山在上海史迹地寻踪系列活动”在华政启动

徐汇：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