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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现场速递

激浊扬清
坚决维护社会稳定

持续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坚持受
贿行贿一起查；引领、重塑正当防卫理
念……两高报告传递出的一系列信
息，让代表委员们感到，司法机关积极
投入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从严
惩各类犯罪到服务高质量发展，司法
机关重拳出击，保卫社会秩序，守护人
民群众安宁。

“一批为害一方的‘村霸’‘街霸’
‘矿霸’被绳之以法。”两高报告中关于
扫黑除恶的成果，让黑龙江省大庆市
公安局网络警察分局副局长贾晓亮代
表感触颇深，黑恶犯罪是人民群众最
深恶痛绝的，持续推进的扫黑除恶斗
争力度之大、触及链条之深，体现了党
和国家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决心和力
度，反映出司法机关忠诚履职的责任
担当。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的最大毒瘤。近年来，纪检监察部门
和司法部门扎实推进受贿行贿一起
查，形成对行贿行为的强大震慑。

安庆师范大学校长彭凤莲代表认
为，通过严查行贿犯罪，给“围猎者”以
震慑，对斩断“围猎者”与“被围猎者”
之间的利益链，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
实现标本兼治反腐败具有重要意义。

五年间，检察机关指导办理“昆山
反杀案”等一批正当防卫案，从严追诉
网络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
罪；人民法院审理医生电梯内劝阻吸
烟案、救助老人压断肋骨案等，着力破
解长期困扰群众的“扶不扶”“劝不劝”

“追不追”“救不救”等法律和道德风
险。

“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明是
非、有力量、有温度的案例，弘扬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华全国律师
协会监事长吕红兵委员说，通过以案
释法，引导全民增强法治理念，努力让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推进法治社会建
设再上新台阶。

严格司法
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最后一道防线。

人民法院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
攻坚战并持续巩固成果，解决了一批
群众反映强烈的执行领域突出问题，
努力兑现群众胜诉权益。

五年来，受理执行案件 4577.3 万
件，执结 4512.1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9.4
万亿元。

“‘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已如期
实现，但考题并未结束，‘切实解决执
行难’的更高目标已经提出，人民法
院还应不懈努力、久久为功。”山东文
康（临沂）律师事务所主任程萍代表
说，联合惩戒打到了“老赖”的痛处，
要继续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持
续推进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不断促进法治社会和诚信社会建设。

司法责任制改革，被公认为司法
体制改革的“牛鼻子”。近年来，公正
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加快建
设，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司法改革成
果大大强化了办案人员的责任。

“司法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纵深推进，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推
动了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福建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金银墙代表说。

两高报告提出，全面准确落实司
法责任制，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
判者负责”，健全权责清晰、权责统一、
监督有序、制约有效的审判权力运行
体系；持续推动司法责任制落实，动态

修订检察官权力清单，规范依法履职
保障和追责惩戒机制，把“谁办案谁负
责、谁决定谁负责”落到实处。

“健全司法权力清单，以清单的方
式督促司法人员在授权范围内履行职
责，完善法官、检察官惩戒等一系列工
作机制，努力使审判权、检察权关在制
度的笼子里。”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
堂代表说，通过健全完善司法责任追
究体系，从制度上切实防止司法腐败
和司法权被滥用。

司法为民
切实保障民生权益

严厉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从严惩
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骨干、全力
追赃挽损；对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
罪分子依法宣告从业禁止；针对高空
抛物、偷盗窨井盖、妨害安全驾驶等安
全问题，出台司法政策……两高报告
连着民心，体现了司法的力度和温度。

“从现实空间到网络空间，司法机
关对这些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违
法犯罪予以严厉打击，在维护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安全方面持续发力。”内蒙
古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爱雪代
表说，司法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切实办好人民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守护好“钱包里”

“舌尖上”“头顶上”“脚底下”的民生权
益。

今年两高报告成绩实、亮点多，紧
扣社会关注焦点，给代表委员们留下
深刻印象。

最高法出台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权益意见，推动破解劳动关系难认
定、工伤无赔偿、社保零缴纳等问题，
让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
者有尊严、有保障。

四川省律师协会会长李世亮代表

认为，依法理清法律关系，让劳动者有
尊严，让人民生活更幸福，体现了司法
为民的情怀。

老弱妇幼残需格外护好，法律特
别保护必须落实。

最高检对权益受损但不敢或不懂
起诉的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和受家
暴妇女等，支持提起民事诉讼 16.7 万
件，是前五年的 11.5倍；起诉恶意欠薪
犯罪 9431人，比前五年上升 18.5%。

“这是公平正义理念在司法活动
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人文情怀’的鲜活展现。”民革
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教科文卫体委员
会副主任翟志海代表说。

公益诉讼守护美丽中国。检察机
关持续投入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主动衔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
改，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
益诉讼 39.5万件。

“公益诉讼已成为司法机关代表
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主要方式之一，
取得的成绩显著，生态环境领域公益
诉讼的机制不断完善和成熟，助推生
态环境高质量发展，为守护‘美丽中
国’作出巨大贡献。”农工党青海省委
主委王昆委员说。

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发展到哪
里，司法服务就要跟进到哪里。两高
报告中提到的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
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让山东省菏
泽市定陶区天中街道南城社区党委书
记马化彬代表印象深刻。

“这能够满足多元化的司法需求，
节约司法资源，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马化彬说，一站式多元纠纷
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一站式办案场
所，意味着司法机关替当事人多想一
步，让当事人少跑一次，调解民事纠纷
让小事不扩大、大事不激化，让实现公
平正义更加高效。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服务发展大局 保障民生权益
——代表委员审议讨论两高报告

连日来，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围绕两高报告认真审议讨论。代表委员们认为，两高报告呈现了
五年来极不平凡的司法进程，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期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司法机关始终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

“你看，这就是刺梨花纹样。”
“好看吧？这是黔西南州布依族

绣娘绣的。”
9日中午，贵州代表团分组审议刚

刚结束，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依文集
团董事长夏华代表手里的蓝色刺绣笔
记本吸引了几位代表的目光，言语间，
她满是自豪。

这样的笔记本，一位熟练的绣娘
一天就可以绣 10本，卖出去能获得四
五百元收入。对于大山深处的农家妇
女而言，既可以打工赚钱，还不耽误照
顾老人小孩。

能帮助贵州山乡群众实现在家门
口就业，对夏华来说是个“意外的收
获”。这一切要从 20年前的一次采风
之行说起。

2003 年，为了让公司生产的服装
更具“中国风”，夏华和同事们来到贵

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山寨采
风。绣娘们手中的精美绣品让她眼前
一亮，她敏锐地觉察到，苗绣不仅能为
服装产业赋能，其本身就具有产业化
价值。

1200 多家工坊、2 万多名绣娘、
8000 个纹样的数据库、1000 多名来自
全球的设计师……经过多年探索，夏
华和同事们搭建起数字化苗绣产业平
台，推动手工技能实现标准化，促成传
统技艺融入国际时尚潮流。这些努
力，较好解决了苗绣产业化发展进程
中遭遇的工坊小散、产品单一、创新乏
力等问题。

笔记本、手提包、帆布鞋……这些
年来，各式各样的特色绣品变身“国潮
好物”，带给上万名绣娘可观收入，经
营得法的家庭工坊年收入能达百万
元。

工坊，是数字化苗绣产业平台的
生产单元，夏华为它取了一个好听的
名字——“绣梦工坊”。

“绣梦，以绣圆梦。”如今，已有近
500 名绣娘扩大生产规模、组建起自
己的刺绣团队，带动更多山乡女性就
业。

夏华说，绣娘凭借自己的双手创
造价值、实现梦想。产业与市场之力，
让资金、人才、技术走进山乡村寨，传
统手工艺变成商品走向都市。

惊蛰刚过，贵州代表团驻地的玉
兰花竞放正盛。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民营企
业怎样更好发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而努力？先富带后富，民营
企业家如何找准定位，更好担当起自
身的责任与使命？……代表团分组审
议时，夏华积极献策：

“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
之重。”

“要引导和支持更多龙头企业投
身乡村产业振兴工作，推动乡村地区
传统手工艺振兴，因地制宜创新乡村
振兴产业模式。”

“民营企业市场反应快、创新能力
强，推进乡村振兴，只要投资投到点
上，就一定能造福农村、富裕农民。”

……
夏华说，这次两会明确了一系列

围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
发展，以及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招硬招，
这让她信心更加坚定，目标更加清晰。

“今年，我要努力让平台上的绣娘
达到 10万人，带动更多农村妇女就近
就业，推动中国的手工艺产业更好走
向世界。”夏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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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振兴，民营企业大有可为”
——夏华代表带来的山乡“绣梦”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