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法律文化与环境法典编纂

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法学院举行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莉

本报讯 昨天，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

院举行院校合作签约活动， 邀请 3 所在沪

高等院校法学院的代表共同签署关于进一

步深化院校合作， 共育法治人才的合作协

议， 揭牌成立 “法治人才共育基地”， 并

向特聘专家颁发聘书。

金山区人民法院分别与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华东

理工大学法学院共建 “法治人才共育基

地”。 该基地按照共同挂牌、 协同管理的

原则， 由金山区人民法院与 3 所高校法学

院分别共同担负运行与管理的职责。

基地的成立， 不仅为院校合作提供了

具体的实有平台， 也为合作项目落地提供

了有效保障。 今后， 金山区人民法院与 3

所高校法学院的合作项目都将在 “法治人

才共育基地” 的共建中积极推进。 6 位来

自不同高等院校和专业的资深专家、 教授

加入金山区人民法院的 “大家庭”， 对司

法实务中的疑难案件审理、 精品案例培

育、 重大课题调研、 司法实务研讨等给予

智慧支持与理论指导。 金山区人民法院也

将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度， 欢迎高校专家教

授来院调研， 在调查研究中找问题、 寻对

策、 求真知， 把司法实务中面临的实实在

在的真问题传递给高校作为学术研究的方

向。

金山区人民法院与 3 所高等院校法学

院的合作项目包括理论研究、 学术交流、

实务研讨、 互聘互派、 智库共享、 实践教

学、 人才培养等多项内容。 未来， 金山区

人民法院将与 3 所高等院校法学院携手共

进， 不断拓展合作项目、 深化合作内容、

创新合作模式， 推动实现基地共建、 人才

共育、 资源共享， 切实担负起共育法治人

才的重大责任， 为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贡献力量。

市检察院聘任新一届特邀监督员
49名代表、委员将深度参与上海检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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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施坚轩

本报讯 7 月 17 日， 市检察院举行

特邀监督员座谈会， 49 名全国和上海市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成为市检察院新一届

特邀监督员。 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 他

们将通过座谈调研、 视察检察活动、 参加

公开听证等方式深度参与检察实践， 全过

程监督上海检察办案和队伍建设工作， 推

动上海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特邀监督员是检察机关为进一步健全

接受外部监督机制， 通过特邀部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组建而成的队伍，是检察机关

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 保障人民群众

参与和监督检察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

2018 年 12 月， 市检察院组建了由 50

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组成的首届特邀监

督员队伍。 五年来， 特邀监督员积极参与

逮捕案件公开审查、 监狱巡回检察、 民事

案件集中评查、 行政案件公开听证、 公益

诉讼 “回头看” 等检察工作， 并结合自身

专长和职业领域， 积极参加全市检察机关

各类专题研讨会、 调研座谈会等， 对检察

工作如何进一步提质增效提出意见建议

360 余条， 其中， 围绕 “加强新时代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健全完善公益诉讼

制度” “提升检察建议刚性” 等内容提出

代表议案、 建议和政协提案 26 件。 在特

邀监督员的推动下， 市人大常委会分别于

2020 年、 2022 年出台 《上海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的决定》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

作的决定》， 以地方立法进一步保障和支

持本市检察机关更好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与此同时， 市检察院始终坚持将落实

意见建议与检察日常履职相结合， 把特邀

监督员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找准工作着力

点、 推动工作稳步向前的 “金钥匙”。 如

针对 “检察机关寻求信息技术支持” 的提

案， 市检察院经持续跟进落实， “检察为

民” 服务已正式入驻市政务服务 “一网通

办” 总门户， 一站式整合检察服务资源，

并探索依托 “一网通办” 解决线索移送、

诉讼监督等信息互通问题。 针对 “检察机

关加强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 的建议，

市检察院部署开展了系列检察专项行动，

护航各类企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日前， 由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

学研究会、 复旦大学法

学院主办的 “传统法律

文化与环境法典编纂研

讨会” 在复旦大学法学

院举行。 本次学术研讨

会为深入学习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

治思想， 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 进一步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 积极回应生态

文明建设和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时代需

要， 旨在充分挖掘和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

化， 用根植中国土壤的

制度创造来丰富发展人

类法治文明， 助力我国

环境法典编纂再迈新步

伐。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

源法学研究会、 上海市

法学会、 上海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环

境科学研究院的领导和

专家， 以及复旦大学、

清华大学、 南京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等全国十余所高校和科研

机构的专家学者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会

议。

“本次会议是一次多

学科跨越式的学术讨论，

跨越时空、 跨越中西、 跨

越学科、 跨越思维模式。”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 农工党

十七届中央副主席， 中国

法学会副会长、 环境资源

法学研究会会长吕忠梅在

总结中表示， 会议达成三

点共识： 一是中华传统法

律文化和传统生态文化能

够为环境法典编纂提供丰

厚土壤， 二是环境法典编

纂能够也应当担负起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

命， 三是通过环境法典编

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任重而道远。 本次会议是

中国环境法典编纂研究的

新起点和新开端， 希望更

多的不同学科的学者通过

各种形式的交流碰撞出思

想火花， 共同推进环境法

典编纂研究。

在调查研究中把司法实务真问题传递给高校
金山法院与3所在沪高等院校法学院进一步深化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