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两会·要闻
2021年3?9? 星期二 本版编辑/?迎欢 视觉设计/?云阳 3

    8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审议的两高报告，交出一
份满满的成绩单。扫黑除恶“打伞

破网”、严惩腐败守护平安、加强
民生司法保障……一串串数字勾

勒出法治中国建设的亮点。

守卫你的安宁
法治，捍卫国家长治久安。从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到反腐败斗

争，司法机关重拳出击，保卫社会
秩序，守护你的安宁。

———检察机关共起诉涉黑涉
恶犯罪23万人；其中起诉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5.4

万人，是前三年的11.9倍。
———人民法院审结涉黑涉恶

犯罪案件33053件226495人，其中
重刑率达到34.5%。

———孙小果、陈辉民、尚同
军、黄鸿发等黑恶势力犯罪组织

头目依法被判处死刑，一批涉黑
涉恶犯罪分子受到法律严惩。

在持续深入的反腐败斗争
中，严的主基调没有放松。过去一

年，人民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职
等案件2.2万件2.6万人，其中被告

人原为中管干部的12人。
利刃出鞘，让公平正义更闪

耀。检察机关对杀人、抢劫等严重
暴力犯罪保持高压态势，核准追

诉“南医大女生被害案”等35起陈
年命案；各级法院依法快审快结

涉疫犯罪案件5474件6443人，对
杀害防疫工作人员的马建国等人

依法判处死刑。
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2020

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
111.6万件，判处罪犯152.7万人，

总体呈现下降态势。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重
大阶段性胜利，有力净化了社会

环境，极大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全国人大代表

徐萍表示，在接下来的扫黑除恶
常态化过程中，要更注重偏远地

区和农村地区的“村霸”问题，守
护好群众的生活秩序。

维护你的权益
群众生活的“小问题”，关系

着“大民心”。

检察机关办理涉窨井盖刑事
犯罪106件，办理食品药品安全领

域公益诉讼案件2.7万件；人民法
院审结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

民生案件134.7万件……2020年，

司法机关用心守护“头顶上”“舌
头尖”“脚底下”的安全。

老赖欠债“执行难”？人民法
院出台意见从源头解决执行难，

持续提升执行信息化智能化水
平，网络查控案件1464.5万件，网

络拍卖成交金额4027亿元。

农民工“讨薪难”？多地法院
开展根治欠薪专项行动，帮助农

民工追回“血汗钱”206.1亿元，依
法审理工伤、医保、社会救助等案

件，维护劳动者权益。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全国

人大代表、湖南省长沙市工会兼职
副主席张晓庆说，高空抛物、窨井

盖安全、假冒伪劣食品等民生问

题，与群众获得感息息相关。司法

机关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主动出击
消除公共安全隐患，体现了对人民

利益的重视，彰显了司法为民的理
念，也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水平。

温暖你的人生
还有一些数据，让法治的阳

光照亮更多隐秘的角落。

人民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
令2169份，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安

全“后盾”；检察机关会同中国残
联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

讼，让残障人士放心出门；对因犯

罪侵害等致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
人及其近亲属“应救尽救”，救助

3.2万人4.2亿元……
法治的温度，就是当你陷入

困境时，向你伸出的那一双制度
之手。

取快递被人偷拍发到网上造
谣，结果造成“社会性死亡”，是否

应该忍气吞声、自认倒霉？这是杭
州一位女士最近的遭遇。最高检

抓住这个典型案例，指导浙江检

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公安机关

以涉嫌诽谤罪立案侦查，自诉转
公诉，为受害人维权“撑腰”。

人民群众的诉求在哪里，司
法机关的目光就聚焦到哪里。过

去一年，全国检察机关新收到群
众信访92.7万件，3个月内办理过

程或结果答复率达99.8%。人民

法院全面构建一站式多元解纷机
制和诉讼服务机制，2020年诉前

成功调解424万件民商事纠纷，全
国法院全部开通网上立案功能，

网上立案申请超过一审立案申请
总量的54%。

法治中国的新气象，体现在
一个个小案的办理中，体现在一

系列便民改革举措中。
“信息时代的发展，带来网络

空间治理等新情况新问题。群众
利益无小事，我们要更加关注社

会领域相对‘隐性’的违法犯罪，
加强研究判断，更好保障群众的

合法权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说。

（据新华社北京3?8?电）

两高亮出成绩单：扫黑除恶、严惩腐败、加强民生司法保障……

一串串数字勾勒法治中国亮点
    弘扬社会正义， 法不

能向不法让步。 昨天下午，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

军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 报告中提到，2018年

底发布“昆山反杀案”指导
性案例后，2019年和2020年

因正当防卫不捕不诉819

人，是之前两年的2.8?。

正当防卫制度曾被称

为“沉睡条款”。法律中虽
有正当防卫条款， 但在司

法实践中， 却没有发挥应
有的作用。 在面临不法侵

害时， 防卫人处于紧急状
态和紧张心理中， 难以精

准计算出手轻重， 如果以
事后冷静理性的标准去要

求防卫人， 就会将应当认
定为正当防卫的行为简单

理解为“以暴制暴”，甚至
以故意伤害、 故意杀人等

入罪。激活正当防卫制度，

人们在面对不法侵害时才

不会缩手缩脚、被动挨打，

也会鼓励更多人见义勇

为、挺身而出。

过去两年中，819人因

正当防卫不捕不诉， 体现的是法治的

进步。认定正当防卫的难点是何谓“正
当”，这需要司法人员在实践中更新理

念，提升能力和担当，也需要规则和制
度的更趋完善。 这方面， 不仅有最高

法、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去年，

最高法、 最高检、 公安部还联合发布
《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

意见》，为正当防卫的“实践纠偏”提供
了指引。今年，最高法要求法院对涉正

当防卫等案件强化释法说理， 这有助
于提高司法透明度， 也会使人们对正

当防卫的界限标准有更直观的理解。

期待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实践中

得到更精准的适用， 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让

社会正气得到法律更有力的支撑。

    如何用鲜活的案例，彰显法

律的力度和温度？昨天下午，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举行全体会议，听取两高工作
报告。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接

受本报专访，对刚刚“出炉”的报
告作了解读。

精准审判
在去年的两高报告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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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
是针对近年来社会关注度较高的

“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类案件，有
了明确说法。一年过去了，它们在

现实生活中实践得如何？

“在今年的报告中，通过典型
案例，回应了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

题，体现出司法工作的终极目
标———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叶
青表示，尤其是对老人“扶不扶”、对

伤者“救不救”，碰到犯罪分子“追不
追”等，一年来，人民法院通过对这

类案件的精准审判，树立了法律标

杆，厘清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让案
件审判不能“和稀泥”。

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显示，2020年，检察机关坚定捍

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反抗强
奸致施暴男死亡案”“遭遇暴力传

销反击案”等案件诠释了正当防卫
理念和规则。2018年底发布“昆山

反杀案”指导性案例后，2019年和

2020年因正当防卫不捕不诉819

人，是之前两年的2.8倍。

司法为民
在今年的两高报告中，叶青注

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人民的需求到

哪里，司法服务就到哪里，充分体
现了司法为民的宗旨。

比如，为了方便老百姓打官

司，在多元解纷机制的作用下，越
来越多的矛盾纠纷尚未进入诉讼

程序就得到化解。在两高报告中有
一个数字值得关注，2020年，全国

法院受理诉讼案件数量在2016年、
2019年接连突破2000万件和3000

万件关口的情况下，出现2004年以

来的首次下降。特别是民事诉讼案
件以年均10%的速度持续增长15

年后首次下降，充分体现了在各级
党委领导下推进一站式建设，促进

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多元化解的显
著成效。

“还有一些数字也很惊人，体
现了保民生的原则，运用法律维护

了老百姓的权益。”2020年，河北、山
西、福建、河南、湖北等法院积极开

展根治欠薪专项行动，帮助农民工

追回“血汗钱”206.1亿元。人民法院
审结权健传销案等涉众型经济犯罪

案件1.5万件，涉及金额2.9万亿元，
严惩套路贷、预付消费诈骗等犯罪，

切实维护群众钱袋子安全。

错案问责
“在今年的报告中，通过一系

列老百姓关注的鲜活案例，彰显出

法律的力度和温度。”
其中，社会广泛关注的孙小

果、郭文思、巴图孟和“纸面服刑”
案被“点名”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张军表示，这些案件里检察监

督形同虚设，必须严肃追究责任！
对“张玉环故意杀人案”等冤错案

件，建议改判无罪。不但要对当事

人给予国家赔偿，还要制发错案责

任追究意见，对近年来已纠正重大
错案逐一启动问责程序。“坚持实

事求是、有错必纠，按照审判监督
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体现了现

代司法理念，让法律更有权威、更
有公信力。”叶青表示。

安全感，是老百姓幸福生活的

基础，充分体现出法律的“温度”。
叶青认为，在两高报告中，从“头顶

上（高空坠物）”到“脚底下（窨井

盖）”，从“舌尖上（食品安全）”到

“针尖上（药品安全）”，都有法律全
方位地为老百姓提供保护。同时，

通过具体案例的审判，引导社会成
员增强公共意识、规范行为准则，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首席记者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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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案例彰显法律力度和温度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解读两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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