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盗采海砂、非法捕捞、破坏红

树林……近年来，随着人类海上

活动日益频繁，海洋自然资源与

生态环境保护所面临的压力越来

越大，成为世界性难题。如何守护

好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成

为广东省广州市这座山海之城的

必答题。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广州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

检察职能，在精准监督、智慧赋

能、机制创新上不断发力。

红树林是维护生物多样性、

改善近岸海水环境的重要生态

资源。2023年 6月，广州市南沙
区检察院接到某村红树林湿地

被外来物种挤压生长空间、危害

本土红树植物生存的线索。但

是，红树林生长区域离岸较远，

外来物种不易辨别，案涉区域分

布零散，调查难度较大。如何进

一步夯实证据，为检察公益诉讼

监督奠定基础，成为摆在检察官

面前的一道难题。

为破解此题，广州检察机关

充分发挥一体化履职优势，通过

公益诉讼指挥中心加强两级检

察院深度联动，统筹运用无人

机、远程执法记录仪、高像素相

机等设备开展高效调查，并邀请

红树林保护专家参与鉴定、协助

辨别物种。在“空天地网”一体化

通信技术的“加持”下，核实查

明，案涉红树植物存在被有害物

种侵害、被占用、滥伐、海漂垃圾

围林等情形，由于行政机关执法

权限交叉不明，导致了红树林湿

地保护存在日常管护缺位。

在组织圆桌会议进行证据

开示及磋商后，南沙区检察院明

确责任主体，依法向相关行政机

关发出《检察建议书》3份，《磋商
函》9 份，督促行政机关迅速整
改，清除有害生物面积 18000余
平方米，清理红树林湿地垃圾

46.9吨。2023年 12月，南沙区检
察院组织行政机关、“益心为公”

志愿观察员对整改实地“回头

看”，发现案涉红树植物整体生

长态势良好，红树林湿地环境得

到恢复改善。

为进一步解决红树林保护存

在的薄弱环节，变“抓末端、治已

病”为“抓前端、治未病”，检察机

关积极推动广州市首个“林长+红
树林长”协作机制和首单红树林

蓝碳生态保护保险在南沙落地；

同时，在“智慧赋能”下，红树林湿

地保护数字检察法律监督模型研

发出台，并在全市推广。2024年 2
月，广州市检察院结合全市红树

林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

向广州市政府专题函告有关问题

和对策建议，推动市一级行政机

关制定专门工作方案，建立健全

红树林保护长效监管机制。

近年来，针对非法排放陆源

污染物、非法采挖海砂、非法捕

捞水产品、破坏红树林等违法行

为，广州检察机关重点加强法律

监督，截至目前，共督促清理沿

海滩涂固体废物和垃圾 800.7
吨，推动保护红树林 4122 亩，向
侵权行为人索赔修复海洋生态、

治理海洋环境费用 2761万元。
从建立海洋公益诉讼观察

站，到聘任 366名“益心为公”志
愿观察员和 3万余名志愿者；从
推动认购碳汇替代性生态修复模

式常态化运用，到通过“检察建

议+调研报告”等形式推动源头治
理；从联合深圳、珠海等地检察机

关开展增殖放流，到携手横琴、前

海、新会、台山等七地检察机关签

署《大湾区环珠江口红树林湿地

物种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

制》……近年来，广州检察机关共

立案办理涉海洋公益诉讼和河涌

治理案件 212件，探索出一系列
“实招”，为推动全国海洋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

富的可借鉴经验。

渊据叶光明日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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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日一早，19岁的高佳
信早早就来到静爱咖啡。穿上工

作服，她和两个伙伴用手语互相

交代了一下各自的工作，然后就

在操作台里忙起来。这一天，对

于静 爱咖 啡是 个特别 的日

子———咖啡馆正式对外营业。

这是高佳信和伙伴们在静

爱咖啡工作的第 17 天。今年 6
月上旬，得知一家“无声咖啡馆”

正在筹备，在蛋糕店打工的她觉

得这是自己更喜欢的工作，于是

大胆地联系了静爱咖啡的创办

人刘慧娥，自此开启了她认为更

时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刘慧娥，静爱咖啡的投资

人、创始人。在包头市残联工作

了一辈子的她，两年前退休，但

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那些残疾人。

“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包头

残疾人的动向依然是我最关心

的。”刘慧娥告诉记者，她手机通

讯录里，残疾人、与残疾人相关

者的联系方式占到七成。

既然无法“离开”残疾人，那

就继续为他们做点事。带着这样

的信念，两年时间里，刘慧娥考

察了很多残疾人项目，去年，“无

声咖啡馆”进入了她的视野。

据统计，包头目前有听障人

士 2万余人，他们当中年轻人占
有一定比例，就业不容乐观。

在一番考量后，刘慧娥坚定

了自己的选择，开始系统地考察

咖啡馆项目。在我国，“无声咖啡

馆”近些年得到了快速发展，在

上海、广州和江浙一带的很多城

市，“无声咖啡馆”不仅成为网红

品牌，更让听障人士找到了人生

的新航道。

“随着我对‘无声咖啡馆’有

了深入了解，我希望打造的静爱

咖啡，既是一家文创咖啡馆、一

座公益基地，也是一个孵化聋人

创业和就业的企业。”就这样，刘

慧娥按照自己的设想，紧锣密鼓

地联系相关部门办理手续，又与

江浙一带的几家咖啡公司取得

联系，希望创建一家具有内蒙古

特色的“无声咖啡馆”。筹备过程

中，刘慧娥的想法得到了越来越

多的支持，包头市残联、昆都仑

区残联，以及不少与残疾人相关

的爱心人士都在想办法帮助她。

今年 6月上旬，一切准备就
绪，内蒙古聋人协会名誉主席韩

伟考察了静爱咖啡后，在听障人

士微信群里发出了招聘咖啡师

的启事，高佳信和朋友们纷纷前

来应聘，最终 5人脱颖而出，成

为静爱咖啡的首批咖啡师。刘慧

娥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在店内

设置了很多文字交流展板。此

外，因为高佳信戴上助听器基本

可以实现交流，就由她负责点单

等接待工作。

5 名年轻人都极具灵气，半
个月的学习中，他们学会了美

式、拿铁、香草、摩卡、焦糖等多

种咖啡的制作，甚至能完成简单

的拉花，足以在短短几分钟内完

成顾客的点单。

“他们特别聪明，又很勤快，

试营业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每天

和他们在一起，特别有成就感，

感觉自己确实做了一件值得做

的事。”看着操作台里的年轻人

自如地接待顾客，麻利地制作咖

啡，一旁的刘慧娥总会不自觉地

露出笑容。

开业当天，刘慧娥邀请了很

多朋友，大家走进这间小店，立

刻被释放着浓浓爱意的静谧所

吸引。

刘慧娥的一位朋友购买了

一杯拿铁咖啡，喝完后立即充值

了 199元办理了会员。她说：“我
是带着爱心购买的咖啡，但喝过

之后，知道这些孩子是认真做咖

啡的咖啡师。”

得到这样的评价，高佳信的

脸害羞得红了。她真诚地说，他

们还只是初学者，他们要学习的

东西还很多，这里就是他们起航

的地方。

为鼓励孩子们，也为了让更

多的人了解这间咖啡馆的不同

之处，刘慧娥在店面设计时，刻

意强调了这是包头市首家手语

咖啡馆。刘慧娥说：“做这些我都

征求了孩子们的意见，我希望他

们正视自己的不同，勇敢与外界

交流，同样也呼吁更多的人，关

心我们身边的残障人士。”刘慧

娥的良苦用心，也得到了更多爱

的支持，试营业期间，知道潮盒

街区里有这样一间咖啡馆，不少

人都走进来点一杯，用实际行动

鼓励着年轻的咖啡师。

刘慧娥告诉记者，这里是她

的一片“试验田”，她希望把这里

打造成慈善机构，做更多的连锁

店，吸纳更多的听障人士就业。

在咖啡馆里，还摆放着很多

钩编的小饰品，刘慧娥介绍，这

是另外一家辅助就业机构里残

疾人生产的手工艺品，她想通过

这个小窗口帮助更多的残疾人。

“这间静爱咖啡，给听障人

士就业创业提供了一个特别好

的思路，这些年轻人经过短时间

的学习，就能掌握一定的技术，

说明他们完全可以胜任更多的

岗位。希望社会各方力量给残疾

人更多的关注和关爱。”韩伟说。

渊据叶内蒙古日报曳冤

无声咖啡馆传递爱的声音

新闻 NEWS

在包头市昆都仑区鞍山道步行街潮盒街区里，一间“无声咖啡馆”在静谧中散发着香气。

这里没有背景音乐，没有语言沟通，有的只是安静以及 5位咖啡师真诚的微笑。这里

是内蒙古首家“无声咖啡馆”———静爱咖啡。

走进静爱咖啡，听障咖啡师会伸出双手轻轻摆动，告诉你，他们欢迎你。

冶

广州院海洋公益诉讼出实招

咖啡师用手语表达野欢迎再来冶

广州市南
沙自贸区检察

院打造海洋公

益诉讼检察新
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