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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쳢놨뗀大뗄뛾쪮듳

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举行第三场记者招待会

（上接第3版）
舒庆代表说，“两个确立”是新

时代的重大政治成果，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政治

保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世界观、方法论，必

须学深悟透做实。对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的新定位、新要求，要求

公安机关扛起新责任、新担当。要

站在民族复兴根基、国家强盛前提

的新高度加以认识，把政治安全和

社会稳定渗入国家工作全过程全

方面，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社会治理

新路子，以现代警务机制保障更高

水平的平安上海建设。

陈勇代表说，新时代十年，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习近平

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掌舵领航。非

凡十年中，全面依法治国纳入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法

治思想指导地位全面确立，党对

政法工作的领导更加有力，司法

体制改革全速推进。上海检察

机关将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坚实法治保障。

卢洪早代表、李永明代表、梁
旭代表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是我
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纲领

性文献，要牢牢把握“三个务必”和

“五个重大原则”，深刻领会中国式

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和本质要求，牢

牢把握“五个必由之路”规律性认

识，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

部署，为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贡献力量。

沈军代表、白忠泉代表表示，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所

作的报告，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自觉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党

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落实到

上海的具体实践中，坚定信心、埋

头苦干，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上接第3版）要认真学习领会贯
彻落实报告强调的“六个坚持”，以

务实、平实、朴实、扎实、切实的宣

传基调，充分诠释好上海成就、上

海奇迹中折射出的最生动的中国

故事和沉甸甸的中国贡献。

朱芝松代表说，习近平总书记
的报告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大气

磅礴、深邃精辟，极具历史穿透

力、理论说服力、时代感召力，是

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

的纲领性文献，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指明了前进方

向，确立了行动指南。浦东新区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

二十大报告的新部署新要求，坚

定不移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

新牌，坚持系统集成、强化改革引

领，坚持接轨国际、强化开放引

领，坚持强基固本、强化创新引

领，全力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引领区，以引领区建设的新成

绩勇当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排头兵、引领者。

陈金山代表说，习近平总书记
所作的报告从战略全局上对党和

国家事业作出了规划和部署，站位

高、思想深，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

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将学

习贯彻好报告精神，深入践行国家

战略，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

格局推动临港新片区发展跃上更

高台阶，让高水平开放成为发展的

最大红利，让先进制造业成为发展

的重要支撑，让科技创新成为发展

的内在动力，让“五型经济”成为发

展的特色亮点，让智慧低碳韧性成

为城市发展的最佳路径。同时，全

面加强党的建设，以一流党建促进

一流开发，让党的建设成为临港新

片区高速发展的根本保障。

郭芳代表说，习近平总书记所
作的报告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

想深邃，充分展示了举旗定向的坚

定政治自信，饱含了高瞻远瞩的超

凡政治智慧，彰显了舍我其谁的强

烈政治担当，是我们党面向新时

代、开启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和行动

纲领，是闪耀着真理光辉的21世

纪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我们

要深刻学习领悟，全面贯彻落实，

团结带领虹口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克难攻坚、砥砺奋进，在新征程上

坚定不移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

护者、人民至上的不懈奋斗者、高

质量发展的先行探路者，全力打

造“上海北外滩、浦江金三角”，为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作出积极

贡献。

以人民城市理念打造人民城市典范

勇当开路先锋 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优势力量

■ 10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今天上午，二十大新闻中心举

行第三场记者招待会。请中央政

法委副秘书长訚柏，最高法院党组

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

一级大法官贺荣，最高检察院党组

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

长、一级大检察官童建明，公安部

党委委员、副部长，移民局党组书

记、局长许甘露，司法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左力围绕“坚持以习近平法

治思想为指引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

的法治中国”主题与记者交流。

法治中国建设
取得巨大成就
在谈到法治中国建设领域取

得的成就时，訚柏表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正加快推

进，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

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

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

党内法规体系加快形成。截至今

年9月底，现行有效法律有293件，

行政法规有598件，地方性法规有

13000余件。10年来，制定和修订

了159部中央党内法规。

与此同时，司法体制改革也取

得重大进展，司法体制机制实现了

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

重构。司法机关85%的人力资源

集中到办案一线，人均办案数量增

长了20%，结案率上升了18%，一、

二审裁判生效后服判息诉率达到

了98%，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

持续提升。

继续攻坚解决
“执行难”问题
新时代的十年，人民法院审判

的案件数量从2013年的1421.7万

件上升到2021年3351.6万件，结

案标的额近50万亿元。如何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贺荣表示，在提供司

法服务的过程中，将继续对国企、

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微企业一

律平等保护，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的营商环境。

特别是要依法保障人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贯彻好民法典，公正

审理教育、就业、养老、住房、婚姻

等涉民生的案件，继续攻坚解决执

行难的问题，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成果；继续依法纠正冤错案件，

强化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努力把

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加快建设公正

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落

实落细。

十年有3799位
民警英勇献身
据许甘露介绍，我国是命案发

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

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每10万人

的命案为0.5起。

2021年，杀人、强奸等8类主要

刑事犯罪、毒品犯罪、抢劫抢夺案

件、盗窃案件的立案数和一次伤亡

三人以上的交通事故，较2012年分

别下降了64%、56.8%、96%、62%和

59.3%，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明显提

升。2021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

查，安全感达到了98.6，较2012年提

升了11个百分点。当今中国成为世

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这背后，公安队伍付出了极大

牺牲。十年来，全国有3799位民

警英勇献身，5万余位公安民警光

荣负伤，充分彰显了公安队伍对党

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

明的政治本色。

依法审理
“大数据杀熟”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在回

答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

问题时，贺荣介绍，十年来，人民法

院坚持严格依法保护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的范围和力度不断加

大。目前知识产权审判范围已经

涵盖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

权、地理标志等权利保护，以及不正

当竞争垄断行为规制等相关案件。

2013年以来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

273.8万件，平均年增长24.5%。

此外，还出台了涉及植物新品

种权、商业秘密保护、惩罚性赔偿

等司法解释，依法保护发明创造和

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服务高水平

的科技自立自强，严厉打击假冒伪

劣、套牌侵权等违法犯罪，促进种

业自主创新，出台了人民法院服务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加强

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维护

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依法审理电

商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案

件。不断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促进数

字经济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贺荣表示，人民法院在服务科

教兴国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重要的作用。将继续加大知识产

权的司法保护力度，为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的司法服

务。将推动健全大数据、人工智

能、基因技术等领域知识产权的保

护规则，进一步加强反垄断和反不

正当竞争司法，依法规范和引导资

本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实现行政、

执法、司法有机衔接，提升全链条

保护能力和水平。

鼓励见义勇为
弘扬社会正气
谈到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增

进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时，童建明

提到了检察机关办理的“昆山反杀

案”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正当防卫案

件。这些案件的办理，向社会彰显

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理念，鼓

励公民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

最高检还会同公安部建立侦

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目前已建

立了3600多个协作办公室，促进

监督更有力，配合更顺畅。2013

年至今年9月，对认为确有错误的

刑事民事行政裁判提出抗诉11.9

万件，同时创新巡回检查工作机

制，通过加强对侦查、审判和刑罚

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

立法保护
“黄河安澜”
在谈到如何通过立法保护黄河

时，左力透露，《黄河保护法（草案）》

已经进行了两次审议，即将进入三

审。司法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深

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特别

是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保护

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落实在法律草案中，努

力为促进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据左力介绍，党的十八大以

来，国务院制定修改废止行政法规

466件次，其中制定了56件，修改

46件，一揽子修改了327件，废止

了37件。未来将以高质量立法保

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面深化改

革，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更好发挥

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

障作用。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杨欢

彰显“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