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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业社会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琳琅满目的新型产品，方便快捷的便利生活，引人人胜的超级梦想。
人们已经离不开各种家用电器和交通工具，习惯了快节奏的工作日程和生活安排。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人们穿梭在钢筋水泥的城际之间，拼命地往前奔跑，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生活。
  就这样，人类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惜用地球赐予我们的蓝天、白云、绿地、碧水去换取经济增
长。
在GDP与自然的悖论中，人类优先选择了前者。
但是，当我们住上高楼大厦却看不到零星绿地，当我们品尝着各种美食却呼吸不到新鲜空气时，失落
感油然而生，我们于是开始怀念少年时代老家简陋瓦房边随处可见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
  我们曾经顾此失彼，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忘却了环境保护，现在，趁着地球还有生机，我们不妨放缓
一味寻求经济增长的脚步，拾起保护自然、珍爱环境的信念，重新找回人类失落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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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生活中的典型案例，阐述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相关环境法律知识，使人们进一步增强环境保护的意识，自觉遵守环境法，
同时运用相关法律知识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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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都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对于任何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检举权和控告权，这种权利不受剥夺和限制，
是法律明确保护的。
《环境保护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保护环境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是关系到每个人健康
幸福的大事。
环境保护不仅仅是环保部门、政府的事，也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事。
只有全社会成员共同努力，增强环保意识，自觉遵守环境法律，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保
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因此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保证公民监督权的实现。
如某化工厂白天运行污水处理设施，到了晚上就停开，并偷偷向附近河流排污。
村民赵某发现后，就向乡政府去举报该化工厂，结果接待人员对赵某说：“制止偷排保护环境是环保
部门的事，你就不要多管闲事了。
”在此案中，赵某有权举报该化工厂的污染行为，乡政府工作人员应当按照职权查明事实或转环保部
门查实，进行处理。
采光权纠纷是环境权纠纷的典型代表。
公民有获得充足的阳光照射的权利，这不仅要求法律对采光权要有明确规定，也需要政府和司法部门
对公众知情权、监督权、诉讼权等权利的尊重。
例如，在美国，1987年市民因经纽约市政府批准建在纽约市中心公园西侧的大楼使公园内形成巨大阴
影而诉至法院，控告政府与开发商侵犯了民众利益。
因为“公园不仅其土地属于大家，且任何人不得剥夺妨碍人们在公园享受阳光的权利”，法院裁定大
楼必须降低高度直至不遮蔽阳光。
在我国，北京、长沙、贵阳、济南、武汉等地近几年采光权纠纷案频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也开始正
视采光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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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活中的环境法》：益人社科普及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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