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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 在油罐车上加装油枪

和计费器 ， 让油罐车变成 “移动加油

站”， 还能根据订单将柴油分装到不同

容量塑料桶后 “送油上门 ”。 8 月 12

日， 上海警方公布一起非法 “运、 转、

销” 柴油典型案例。

众所周知， 加油站一般是固定的，

而且安全防护措施也很严格， 既需对工

作人员进行全方位的安全培训， 包括灭

火器的使用、 易燃易爆物品的识别等，

又需对加油站进行全链条的安全防护，

包括显著位置张贴警示语、 远离人群集

中地等， 其目的就是既确保加油站的安

全， 又确保周边居民的安全。

但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有的人受

经济利益驱使， 竟然在没有许可证的情

况下， 非法设置 “移动加油站”， 这无

疑是在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当儿

戏”。 可以说， 这样的非法 “移动加油

站”， 其实就是一颗 “移动炸弹”。

笔者以为， 对非法 “移动加油站”

必须多方出击， 合力整治。 首先， 监管

要 “出击”。 运管、 安监、 市场监管等

监管职能部门应积极承担起监管的主体

责任， 既要从源头上对私自销售汽油、

柴油行为加强严格监管， 又要从审批上

严格把关 ， 切莫让没有许可证的非法

“移动加油站” 游离于监管之外。

其次， 法律要 “出击”。 相关执法

部门应对非法 “移动加油站” 采取零容

忍的态度，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不妨通

过高额罚单、 没收车辆， 甚至追究法律

责任等多种处罚机制， 让其既付出 “经

济代价”， 又付出 “法律代价”， 倒逼其

自觉远离经营非法 “移动加油站”。

其三 ， 司机要 “出击 ”。 一方面 ，

司机一旦发现类似非法 “移动加油站”，

要积极主动地向有关监管执法部门检举

揭发， 让其如 “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没有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 司机要学会

“冷落” 非法移动加油站， 千万不要贪

图省力 、 便宜而去 “移动加油站 ” 加

油， 从而让其失去销售市场， 无立足之

地。

相信， 只要监管严督查， 法律严处

罚， 再辅以司机的举报和冷落， 就一定

能有效打击并遏制非法 “移动加油站”，

使之不再成为一颗 “移动炸弹”。

多方出击合力整治非法“移动加油站”

据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消息，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 教育和指

引作用， 在 “全国生态日” 来临之际，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4 件人民法院依法审

理滥伐林木典型案例， 旨在表明依法惩

处滥伐林木违法犯罪行为的鲜明态度，

努力为全面加强森林资源保护， 提升森

林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和持续性提

供法治保障。

保护森林资源， 功在当代、 利在千

秋。 我国森林法规定， 森林、 林木、 林

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

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我国

刑法规定，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 滥伐森

林或者其他林木， 数量较大的， 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数量巨大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最高法

本次发布典型案例， 彰显了依法惩处滥

伐林木违法犯罪行为， 全方位筑牢生态

安全屏障的坚定立场。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

生态环境， 是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的一条

重要经验 。 当前 ， 滥伐林木 ， 非法收

购、 加工、 运输滥伐的林木， 破坏森林

资源的情况仍然多发。 如案例三李某贵

等滥伐林木、 梁某富等非法运输滥伐的

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是一起

全链条打击非法木材生意的典型案例。

其典型意义就是， 人民法院在对滥伐林

木犯罪依法打击的同时， 对非法运输滥

伐的林木犯罪行为一并打击， 无疑扩大

了森林资源 “保护圈”。

案例二洪某应滥伐林木案， 是一起

依法惩治变相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典

型案例。 考虑到行为人具有自愿认罪认

罚等情节，人民法院坚持“治罪”与“治

理”并重理念，依法适用缓刑，体现了贯

彻宽严相济、恢复性司法要求。 案例四

是一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行政机关要

求滥伐林木的退耕还林者补种树木并

督促执行的典型案例。 人民法院裁定准

予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同时，协调

确定由行为人异地补种树木 ， 实现了

总体平衡的生态保护效果。

为防止滥伐林木等情况，法律规定

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和林木采伐许可

制度。 违反法律规定采伐林木，即便是

采伐本人所有的林木，仍须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如案例一吴某良等滥伐林木

案，是一起为种植经济作物而毁坏林木

的典型案例，其违反法律规定采伐自种

林木数量较大，构成滥伐林木罪。 人民

法院在依法判处刑罚的同时，以该案为

典型事例开展“庭审下乡+送法入村”普

法宣传，“审理一案教育一片”， 让生态

文明理念扎根群众心间。

各地不妨学习借鉴典型案例的做

法与经验， 精准补齐短板 ， 强化推进

落实， 全方位筑牢森林资源法治 “保

护墙 ”， 坚持对违法犯罪行为 “零容

忍”。 一方面， 不仅要注重事后依法惩

处， 但更要注重事前预防与事中监督，

汇聚起维护生态安全的强大合力 。 另

一方面， 完善法规制度 ， 强化部门联

动 ， 始终保持利剑高悬 、 震慑常在 ，

不给滥伐林木 、 非法运输滥伐的林木

等行为留下空间。

全方位筑牢森林资源法治“保护墙”

□ 叶金福

□ 付 彪

婚姻登记拟无需户口簿是“让群众少跑腿”

无需户口簿， 意味着在婚姻登记

上， 青年群体将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

自主权。 他们不再需要因户籍问题而

受限于特定的地域、 时间， 或者父

母， 可以在更加自由、 便捷的环境中

做出自己的婚姻选择。 这对于那些长

期在外工作、 生活的年轻人来说， 无

疑是一个重大利好。 他们可以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 选择最合适的时机和

地点进行婚姻登记， 而不必再为繁琐

的户籍手续而烦恼。

与无需户口簿相呼应， 修订草案

还取消了婚姻登记的地域管辖限制。

这一变革的意义同样重大， 它标志着

我国婚姻登记制度正从“全省通办”

走向“全国通办” 的时代。 在过去，

由于地域管辖的限制， 许多人在进行

婚姻登记时不得不回到其中一方的户

籍所在地， 这不仅增加了登记的成本

和难度， 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

的婚姻自由。

随着修订草案的公布和实施， 这

一限制将被彻底打破。 未来， 无论人

们身处何地， 都可以凭身份证等少量

材料， 在生活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

申请办理婚姻登记。 这一调整， 改变

的不只是婚姻登记的具体操作， 还将

给个体和社会带来一系列的深远影

响， 值得不一样的期待。

从个体层面而言， 结婚不再需要

户口簿和取消地域管辖， 将极大地提

升婚姻登记的便捷性和自由度。 人们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选择合适

的地点和时间进行婚姻登记， 不必再

为一纸婚书千里奔波， 人们在婚姻问

题上的自主权和选择权， 得到了进一

步的保障。

从社会层面来看， 这两项调整将

有助于促进人口流动和社会融合。 随

着结婚无需户口簿和取消地域限制，

人们将更加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居住地

和工作地， 从而推动人口在全国范围

内的合理流动， 并将有助于促进不同

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增强社会的整

体活力和包容性。 因此也有理由相

信，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国的婚姻登

记制度将更加完善、 更加人性化、 更

加顺应民心和时代发展的需要。

综合自极目新闻、 潮新闻等

马九月整理

此前的婚姻登记为什么需要户口

簿呢？权威部门曾明确提到，提供户口

簿是为了明确婚姻登记的管辖权，防

止重婚等问题的出现。 在婚姻数据没

有全国打通共享的情况下， 要求当事

人提供户口簿以供核实非常必要。 否

则，就极容易出现重婚的问题。

与此相关联的， 还有拟取消过去

对登记地域管辖的规定。就是说，在全

国数据一张网的情况下， 婚姻登记还

需要提供户口簿就已经没有必要了。

此前，全国多地在试行异地婚姻登记，

从中可见试行效果良好。

所以， 婚姻登记拟不再需要户口

簿， 同时取消了过去对登记地域管辖

的规定，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不能

孤立来看。 相关举措最大的意义还是

方便了群众，应该点赞。 当前，在一些

地方办理婚姻登记不仅需要户口簿，

而且户口簿上存在与当前婚姻状态不

一致的情况时， 当事人还要到公安机

关进行修改。就是说，群众可能要多跑

腿。 更别提有群众准备办理婚姻登记

时，结果人在异地，还要想方设法拿户

口簿，既耽误时间，还会增加费用。 值

得一提的是，在全国范围内，还能因此

减少复印打印等造成的纸张消耗。 所

以，这是件实实在在利国利民的好事。

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减少材料

本身就能提高办事效率， 让群众办事

更便捷。 这也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腿”的又一实例。为群众提供线

上线下方便快捷的办事服务， 就需要

这样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业务流

程变革，最终让群众实实在在受益。

我们注意到，此次拟修订的条款，

还有“离婚冷静期”期间任何一方可申

请撤回、 婚姻登记对个人信息要予以

保密等条款，这些既有现实意义，同样

彰显了社会进步。

近日， 民政部公布的《婚姻登记条

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在社会上

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其中， 最引人瞩

目的调整有两项： 一是结婚登记和离婚

登记不再需要户口簿， 二是取消了婚姻

登记的地域管辖规定。

这两项变革， 标志着我国婚姻登记

制度的重大进步， 也体现了国家对个人

权利的尊重和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

此举方便了群众，应该点赞

有助于促进人口流动和社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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