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两高”

报告中，“坚决跟‘和稀泥’说不”

“让司法有力量、 有是非、 有温
度，让群众有温暖、有遵循、有保
障”等表述亮了。

引发热议， 源于老百姓纠
结已久的道德法律困境。路遇老
人摔倒“扶不扶”，有人吵架“劝不
劝”， 碰到坏人行凶逃逸 “追不
追”，有人落水“救不救”……危
急关头，原本“该出手时就出手”

的见义勇为，因为彭宇案等做好
事反被讹事件，负面效应迅速传
播，让许多人心有余悸、望而却
步，甚至发生了有人车祸后无人
施救、被二度碾压致死的悲剧。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在
这次“两高”报告上，对社会关
注度较高的“见义勇为”、“正当
防卫”类案件，通过一个个具体
案例作呼应。 比如，“老人与儿
童相撞离开遇阻猝死案”，判决
阻拦者不担责， 明确鼓励见义
勇为；“患者飞踹医生反被伤
案”，改判医生为正当防卫；“小
偷逃逸跳河溺亡案”， 依法判定追
赶群众无责，宣示法不强求正义者
的过重注意义务。

这一系列案件的判决意义，远
不只是对个人利益的维护；更重要
的是，通过这些司法实践，彰显出
司法导向和制度善意。一段时间以

来，为了追求“案结事了”，有些
司法机关出现“谁能闹谁有理”

“谁狠谁有理”“谁受伤谁有理”

等“和稀泥”做法。 明知一方无
理， 但为了追求结案率或担心
判决“后遗症”，采用“各打五十
大板”的方式；看似解决了眼下
的燃眉之急， 却将案件办成了
“葫芦案”， 损害了司法的公信
力，更阻碍了“礼之所存，人心
向善”的善行善举。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最
高检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通过
指导地方检察机关查明涞源反
杀案、邢台董民刚案、杭州盛春
平案、 丽江唐雪案等影响性防
卫案件事实， 依法认定正当防
卫， 引领、 重塑了正当防卫理
念，彰显社会法治观念。

正在全国两会审议的民法
典草案中， 也针对现实中因救
人反被告的情况，明确了侵权人
和受益人的各自责任，见义勇为
者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 防止
“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
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更是强
调，要发挥法治对道德建设的保
障和促进作用，以法治的力量引

导人们向上向善。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法律是
成文的道德， 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正是通过明辨是非、 惩恶扬善，司
法才能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也
只有在善法的群星闪耀下，才能让
群众有温暖、有遵循、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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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两高报告干货满满，披露了许
多重要信息。报告中所提惩治涉疫

犯罪、高压反腐、扫黑除恶等法治
重点，与社会关切高度契合，形成

强烈呼应。

■ 惩治涉疫犯罪 最高法报
告提出，各级法院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维护稳定等工作，审结各类涉
疫案件2736件，促进涉疫矛盾纠纷

源头预防化解。
最高检报告提出，2020年2月

至4月，共批准逮捕涉疫刑事犯罪
3751人、起诉2521人。

■ 持续高压反腐 最高法报
告提出，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

件2.5万件2.9万人，其中被告人原
为中管干部的27人。对艾文礼等主

动投案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对邢
云等严重腐败分子适用终身监禁。

审结外逃腐败分子回国受审案件
321件，依法没收彭旭峰等人转移

至境外的违法所得。
最高检报告提出，对秦光荣、陈

刚等16名原省部级干部提起公诉。
对13起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逃匿、

死亡案件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
对司法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损

害司法公正犯罪立案侦查871人。
■ 坚持扫黑除恶 最高法报

告提出，全国法院审结涉黑涉恶犯

罪案件12639件83912人。依法审理
孙小果案、杜少平操场埋尸案，对

主犯孙小果、杜少平坚决判处并执
行死刑。

最高检报告提出，对107起重大

案件直接挂牌督办，派出专家组督
导孙小果案、杜少平操场埋尸案、黄

鸿发家族案等重大案件。共起诉涉
黑犯罪30547人、涉恶犯罪67689人，

同比分别上升194.8%和33.2%。
■ 助力脱贫攻坚 最高法报

告提出，依法严惩涉农骗补骗保、

扶贫领域腐败、农资造假等侵害群
众利益犯罪。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扶贫领
域“蝇贪”877人。盯住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起诉恶意欠薪犯罪902

人，支持农民工起诉10322件。

■ 保护生态环境 最高法报告
提出，审结一审环境资源案件26.8万

件。审结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
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1953件。

最高检报告提出，对污染环
境、走私洋垃圾、非法采矿等犯罪

从严惩处，起诉50800人，同比上升
20.4%。办理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

讼案件69236件，同比上升16.7%。
■ 防范金融风险 最高法报

告提出，北京、上海等地法院有序
推进“e租宝”等涉互联网金融案件

清偿工作，依法参与涉金融风险重
大案件处置。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金融诈
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40178

人，同比上升25.3%。
■ 保护未成年人 最高法报

告提出，加强校园欺凌预防处置，

审结相关案件4192件。依法惩治涉
及“校闹”的犯罪。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62948人，同比上升

24.1%。

■ 优化营商环境 最高法报
告提出，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商事案

件453.7万件。依法审理涉“放管服”
改革行政诉讼案件，支持监督行政

机关依法行政，审结一审行政案件
28.4万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

司法解释进行清理，废止103件，废

除一切对民营企业的不平等规定。
最高检报告提出，对1971名依

法可不继续羁押的民营企业负责
人建议办案机关取保候审；对既未

撤案又未移送审查起诉、长期搁置
的“挂案”组织专项清理，排查出

2687件，已督促结案1181件。
■ 惩治暴力伤医 最高法报

告提出，严惩暴力伤医犯罪，对杀
害北京民航总医院医生的孙文斌

等一批犯罪分子依法判处并执行
死刑。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伤医、
聚众扰医等涉医犯罪1637人。北京

检察机关对民航总医院杀医案快
捕快诉，被告人被判处死刑。

■ 维护食药安全 最高法报
告提出，依法妥善审理长生疫苗

案、肖平辉生产销售注水牛肉案等
重大案件。河北、上海、江苏等地法

院依法审理涉及未经批准进口仿
制药刑事案件，准确把握罪与非罪

界限。
最高检报告提出，食药安全底

线不容触碰，办理食药领域公益诉

讼35778件，探索危害食品安全民
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惩罚就要

痛到不敢再犯。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两高报告提及惩治涉疫犯罪、高压反腐、扫黑除恶等重点

聚焦法治重点 呼应社会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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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解读“两高”报告亮点

生命至上 以人民为中心

新民图表 制图 董春洁

    “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

温度；让群众有温暖、有遵循、有
保障。”昨天下午，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全
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作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今年的“两高”报告有哪些新
亮点，如何回应老百姓的司法需

求？记者昨独家专访华东政法大学
校长叶青，第一时间为读者解读。

正义最终得以实现
“报告篇幅不长，但信息量很

大，充分体现了生命至上、以人民

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叶青表示。
最高法报告显示，2019年人民法

院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依法审理
“孙小果案”“杜少平操场埋尸案”，

对孙小果、杜少平坚决判处并执

行死刑，让正义最终得以实现，体
现了“生命至上”的司法理念。

今年疫情以来的工作是今年
“两高”报告重要内容。“在防疫、

抗疫中，这些年来智慧法院、智慧
检务的成果得到充分检验，为特

殊时期案件办理提供了强有力的
司法保障。”疫情期间，仍然可以

通过网上立案、送达、审理、执行，

确保“诉讼服务不打烊”，满足当

事人司法需求，“或许将来打官司
也可以像淘宝购物一样方便。”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最高法报告提出，要让司法

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让群众

有温暖、有遵循、有保障。“这是一
个全新的提法，针对近年社会关

注度较高的‘见义勇为’、‘正当防

卫’类案件，‘两高’报告都作了呼
应。”叶青介绍，具体说来，也就是

对老人“扶不扶”、对伤者“救不
救”，碰到犯罪分子“追不追”等，人

民法院通过对这类案件的精准审
判，很好地兼顾了国法天理人情，

有利于厘清法律和道德的界限，

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
同时，通过“老人与儿童相撞

离开遇阻猝死案”等一批案件的

审判，鼓励见义勇为，跟“和稀
泥”、“谁伤谁有理”说不，让老百

姓不需要因为他人的过错、犯罪
行为担惊受怕，使群众有温暖、有

遵循、有保障，可谓明辨是非、惩
恶扬善的“好人法”。这充分体现

了“把每一起案件都作为一个引
领社会风尚的指向标，把每一场

庭审都当作一堂法治公开课，把
每一份裁判文书都当作一张法制

宣传单”的司法工作新理念。

平等保护市场主体
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是

“两高”报告重要内容。世界银行

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
营商环境世界排名大幅跃升，“执

行合同”“办理破产”“保护中小投
资者”等与司法密切相关的指标

明显提高，其中“司法程序质量”

排名第一，被评价为这一领域“全
球最佳实践者”。

“要体现出法治是最佳的营
商环境，就必须对市场主体平等

保护，国企、外企、民企一视同
仁。”叶青认为“两高”报告较好体

现了这一点，废除一切对民营企
业的不平等规定。比如，在民企的

司法保护上，2019年，检察机关持
续落实服务民营经济 11 项检察

政策，切实做到慎捕、慎诉，并发
布典型案例加强指导；对 1971名

依法可不继续羁押的民营企业负
责人建议办案机关取保候审等。

“通过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
尺度, 增强司法透明度和可预期

性；通过法治政府建设,优化发展
软环境，才能让我国的营商环境

迈上新台阶。”叶青表示。
首席记者 宋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