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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聚 焦

8 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请十四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两高报告彰显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
担当，点名沈德咏、盛光祖、李文喜等腐
败分子，提及足球领域系列腐败案、牟林
翰虐待案、姐弟坠亡案等公众关注案
件。反腐、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支持正当
防卫、惩治网络暴力等法治工作重点，回
应社会关切，体现法治建设与时俱进。

关键词一：反腐

——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
件 2.4 万件 2.7 万人，受理各级监委移
送职务犯罪2万人

最高法报告提出，审结贪污贿赂等
职务犯罪案件2.4万件2.7万人。依法
惩处沈德咏、盛光祖、李文喜等30名原
中管干部。审结外逃人员回国受审案
件371件；审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
匿、死亡没收违法所得特别程序案38
件，追缴违法所得4.5亿元及价值数亿
元房产等。最高检报告提出，受理各级
监委移送职务犯罪2万人；已起诉1.8万
人，其中原省部级干部25人。积极参与
行业性、系统性腐败治理，分别起诉金融、
医疗领域职务犯罪348人和580人；指导
湖北检察机关办理足球领域系列腐败案。

重庆市律师协会常务副会长、北京
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友坤代
表表示，两高报告透露出中央持续推
进高压反腐的信号，应继续加大腐败
源头治理力度。要加强对重点领域的
关注，建章立制，努力完善反腐制度。

关键词二：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
业家合法权益，起诉破坏市场经济秩
序犯罪12.1万人

最高法报告提出，依法保护民营企
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依法再审纠
正涉产权刑事冤错案件 42 件 86 人。
一、二审对16家企业、34名企业主和管
理人员依法宣告无罪。推动清理拖欠中
小企业账款，执行到位金额187.8亿元。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破坏市场经
济秩序犯罪12.1万人。深化涉案企业
合规改革，对企业及其负责人涉经营
类犯罪的，督促作出合规承诺、切实整
改。办理相关案件3866件，对整改合
格的1875家企业、2181名责任人依法
决定不起诉，对415名责任人起诉时提
出依法从轻判处的建议。

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席、荣程祥泰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张荣
华代表说，近年来我国持续营造法治
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活力提升。应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严格
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行政违法
与刑事犯罪等的界限，把依法平等保
护原则融入司法政策、落到个案办理，
助力企业稳定发展。

关键词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审结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1万
件 6.4 万人，深挖严打组织者、领导者
及幕后“金主”

最高法报告提出，严厉惩治境内外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审结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 3.1 万件 6.4 万人。严惩幕后

“金主”、组织头目和骨干分子。
最高检报告提出，积极参与打击涉

缅北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深挖严打
组织者、领导者及幕后“金主”，起诉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5.1万人、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14.7万人、网络赌博犯罪1.9万人。

广西辰亿律师事务所主任覃斌委
员认为，应织密反诈网，推动构建“全
链条反诈、全行业阻诈、全社会防诈”
的打防管控格局。继续着眼全链条、
全环节治理，充分依法行使执法和管
理手段，结合数据赋能，加大对涉诈违
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加大预警劝
阻和追赃挽损力度。

关键词四：支持正当防卫

——“第二十条”已被唤醒，持续引
领正当防卫理念

最高法报告提出，2021年至 2023
年，对77名被告人以正当防卫宣告无
罪。“第二十条”已被唤醒，还要持续落
到实处。最高检报告提出，持续引领正
当防卫理念，审查认定属正当防卫依法
不捕不诉261人，同比上升25.5%。山
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
出所副所长杨蓉代表表示，随着越来越
多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的出台，对正
当防卫的认定更加规范。建议进一步
消除正当防卫法律制度适用的认识障
碍，在司法实践中敢于适用、正确适用
正当防卫，使司法更加有力量、有温度。

关键词五：强化妇女儿童保护

——发出各类人身安全保护令
5695份，对性侵、伤害、虐待等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零容忍

最高法报告提出，明确恋爱、同居遭
遇对方暴力，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发
出各类人身安全保护令5695份，同比增
长41.5%。牟林翰凌辱同居女友致其自
杀，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确立了婚前
同居施暴须以家庭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
司法规则。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

忍，审结案件4.1万件6.1万人。
最高检报告提出，依法严惩侵犯妇

女生命健康、人格尊严等犯罪，起诉4.6
万人。深化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
重点监督就业歧视、贬损妇女人格等
违法行为，办理相关公益诉讼 1490
件。对性侵、伤害、虐待等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零容忍，起诉6.7万人。

重庆谢家湾学校党委书记刘希娅
代表建议，进一步保护妇女劳动和社会
保障权益。坚决落实侵害未成年人强
制报告、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入职查
询制度，深入开展法治宣传进校园。

关键词六：惩治网络暴力

——严惩网暴恶意发起者、组织者
及屡教不改者，维护公民人格权益和
网络秩序

最高法报告提出，严惩网暴恶意发
起者、组织者及屡教不改者。审结网
络诽谤公诉案件32件，判决有罪人数
85人，同比分别增长10.3%、102.4%。

最高检报告提出，坚决惩治网络暴
力“按键伤人”，对在网上肆意造谣诽
谤、谩骂侮辱、“人肉搜索”等涉嫌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维护公民人格
权益和网络秩序。河北省新乐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陈莉娜代
表认为，当前对网络暴力的治理还存在
对违法主体、违法行为认定难，受害者
取证难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和网络平
台双向发力、加强联动配合。建议进一
步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发布司法案例，
提高全社会反网络暴力的法律意识。

关键词七：保护生态环境

——审结环境资源案件23.2万件，
办理环境资源领域公益诉讼8.4万件

最高法报告提出，审结环境资源案
件 23.2 万件，其中涉环境污染案件
5386件。严惩环评造假行为，对弄虚
作假、情节恶劣的“环评报告贩子”定
罪判刑，终身禁止环评执业。

最高检报告提出，协同整治危险废物
污染环境、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
假，起诉污染环境犯罪3831人。加大破
坏资源保护犯罪惩治力度，起诉3.5万
人。办理环境资源领域公益诉讼8.4万件。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市长王
志平代表说，应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法
治宣传，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相关法律
制定修订，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加强
生态环境领域司法保护，强化美丽中
国建设法治保障。

关键词八：维护金融安全

——加大对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等
违法行为判罚力度，起诉金融诈骗等
犯罪2.7万人

最高法报告提出，审结金融案件
303.2 万件。针对信用卡和保证保险合
同纠纷持续增长，发出2号、4号司法建
议，促进授信审查、规范保险业务。加大
对资本市场财务造假、欺诈发行、操纵市
场等违法行为判罚力度。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金融诈骗、破
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2.7 万人。起诉欺
诈发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犯罪
346人。起诉洗钱犯罪2971人。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宋征代
表认为，维护金融安全，要通过不断完善立
法，为金融活动提供框架完整、逻辑清晰、
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确保金融机构的创
新发展不脱离法治化轨道；同时还要增强
司法对金融契约的保护力度，严厉打击金
融犯罪，维护公平诚信的金融市场秩序。

关键词九：保护知识产权

——审结知识产权案件49万件，起
诉侵犯商标权等犯罪1.8万人

最高法报告提出，审结知识产权案
件49万件，同比增长1.8%。适用惩罚性
赔偿 319件，同比增长 117%，判赔金额
11.6亿元，同比增长3.5倍。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侵犯商标权、
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犯罪1.8万
人，同比上升 40.8%。办理知识产权民
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 2508 件。办理知
识产权领域公益诉讼873件。开展涉知
识产权恶意诉讼专项监督。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美术部
主任刘广委员说，知识产权维权往往举
证难、周期长、成本高，建议相关部门多
管齐下，继续完善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
理机制，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知识产权
专业化审判体系，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关键词十：破解“执行难”

——执结案件976万件，加强财产刑
执行监督

最高法报告提出，执结案件 976 万
件，执行到位金额2.26万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6.4%、13.1%。针对久执不结案件，
力推异地法院交叉执行，把法律规定的
提级执行、指定执行落到实处。

最高检报告提出，加强财产刑执行监
督，提出纠正意见9.5万件，推动执行6.7
亿元。对民事审判和执行活动违法情形
提出检察建议13万件。对行政审判和执
行活动违法情形提出检察建议4.5万件。

湖南师范大学江湾法治与公共政策
研究院院长肖北庚代表建议，对一般执
行的案件实行法院间指定交叉执行；对
较难执行案件采取跨区域异地执行；对
故意拒执久拖不决的案件，探索与公安
等部门联动共治，形成治理合力。（记者
徐壮、宋佳、刘奕湛、董博婷、孙少龙、高
蕾）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十 大 关 键 词 解 读 两 高 报 告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今年两高报告中，司法机关直面市
场关切，向全社会表明了促进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支持市场平等竞争、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态度，强调“对各
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对待，依法平等保
护”“做实维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

法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
要求。契合现代经济发展的法治环
境，有助于市场形成更稳定的预期，是
经营主体投资兴业的重要决策考量，
是司法为民的应有之义。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用扎

实的法律举措稳预期、提信心。
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行

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单位犯罪与个人犯
罪等界限，坚决纠正以刑事手段插手民
事、经济纠纷，坚决纠正超范围超时限查
封扣押冻结财产……两高报告中提到的
司法助力营商环境建设的切实举措，增
强了群众的安全感，为经营主体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保障。只有司法公平公正、
各类产权的所有者安心放心，市场的创
业、创新、创造动力才能更加强劲。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让经

营主体放下包袱、安心发展。
两高报告里的司法案例，在微观

方面着眼于用服务解决困难，在宏观
方面着力于借政策突破瓶颈，为营商
环境的优化不断添砖加瓦。司法是依
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产权和合法
权益的重要保障。要坚持司法公正，
把依法平等保护原则充分融入司法政
策、落实到个案办理中，将社会危害性
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坚决
纠正把经济纠纷当犯罪处理的做法。
以法治的确定性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让经营主体更加安心，心无旁骛谋发展。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司法机关要

坚持对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保护。
建立小微企业涉诉信息澄清机制，据

实为涉诉企业“正名”；支持民营企业反腐
败、“打内鬼”；打破各类“卷帘门”“玻璃
门”“旋转门”……近年来，各地司法机关
推出了一系列司法服务企业的实践举措，
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出稳定、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良好环境。司法积极助力公平
公正的市场空间，社会各界的主动性和创
造性才能更加充分激发，企业家才能更加
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法治环境最能聚人聚财、最有利于发
展。期待越来越多的“法治之光”，平等照
耀各类经营主体，以高质量司法服务护航
高质量发展，助力各类经营主体稳步健康
发展。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法 治 是 最 好 的 营 商 环 境
新华社记者 段续 刘怀丕

女性代表委员们的“三八”国际劳
动妇女节，是在参政议政中度过的。

8日上午8时，人民大会堂中央大
厅北侧，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二场“代表通道”开启。两位笑容明媚
的女代表一起走到聚光灯下。

一位是来自吉林梨树县的韩凤
香，一位是家在北京平谷区的岳巧
云。同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这对“姐
妹花”分别向中外媒体记者深情讲述
乡村振兴的新故事。

全国两会上，“她力量”愈发出彩。
数据显示，从第一届到第十四届，历

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女性代表所占比重
从 最 初 的 11.99% ，增 长 到 如 今 的
26.54%，女性代表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

女性的光辉是时代的光辉，巾帼
的风采是进步的风采。

翻开全国两会女性代表委员的
简历，她们中，有经济领域的先行
者、三尺讲台的“提灯人”、技艺精湛
的大国工匠、逐梦星辰的巾帼英雄
……各行各业的她们乘风破浪，以特
有的柔韧成就非凡业绩，自觉服务

“国之大者”，用实力“圈粉”。
“她声音”愈发响亮——
严谨、求新、勤奋、奉献，全国人大

代表、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长期致
力于罕见病患者救治，今年她带来关于
强化罕见病用药保障等多条建议，“一

切为了患者，是中国医生永恒的追求”。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培养用好乡村
人才”，这为全国人大代表、“新农人”魏
巧打开了发展新思路。她建议出台扶持
政策，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更多

“90后”“00后”加入乡村振兴的队伍。
“新质生产力”这一两会“热词”，

让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窦晓玉心潮澎湃：

“‘新’是创新，‘质’是品质，作为航天
战线的一员，更要致力于以科技创新

推动产业创新。”
“新时代女性要与祖国共命运，与时

代同进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
教授蒙曼说，女性地位的提升不是喊出来
的，是干出来的。

……
“她权益”备受关注。
“建议为农村妇女参与数字经济创造

更多有利条件”“建议大力发展优质的普
惠托育服务、采取积极措施促进育龄妇女
就业、共同营造生育友好环境”“建议通过
开展技能培训、提供再就业信息和指导、
鼓励用人单位采取灵活工作方式等，帮助
生育妇女重返职场”……

这一条条充满关切的议案、建议和提
案，成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献
给中国女性最真挚的祝福。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飒！两会上的“她力量”
新华社记者 董博婷 郑明达 顾天成

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间隙，湖南省人民医院常务副院长向
华委员不忘发个信息，为康复期的一名少年鼓劲儿。

2023年 9月，这名高中生因为叛逆自伤。向华把他从黑暗中
拉了回来。如今，少年已经能扶着拐杖走路。

“向伯伯，今天痛得厉害。”“那证明你快好了，痛感神经都恢复了。”
医卫界别小组会上，向华讲述了这个故事。“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问题是大事。”
随即，不少委员表达了共鸣。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大外科主任季加孚委员说，他眼下最关注

的就是提升青少年人群心理健康问题防治水平。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和共病研究院院

长李为民委员注意到，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影
响的结果，“不是学校一方的责任，也不是到医院就能马上治好，需
要政府、家庭、学校、医院、社会等多方合作共治。”

2023年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十七部门印发《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以
来，全国各地教育及相关部门做了不少有效探索。

“有进展，但还有差距。”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委员说。
医卫界别委员们关心的话题，在教育界别委员的讨论中继续

深入。“让孩子多睡一会儿”“课间走不进操场，不能在走道停留，甚
至在教室只能坐位置上”“身体素质、人际交往、心理韧性走向弱
化”“现有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法规柔性有余、刚性不足”……

你一言，我一语。他们是教育界的专家，也是家长。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

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委员说，呵护学生身心健康，是教育的首要任
务，也是每个孩子享有良好教育的基础。

如何呵护这份健康？全国两会前夕，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
会组织赴云南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调研，张志勇在调研中有
了新收获。他向委员们分享了一所中学的故事。这所中学重视通
过户外运动、群体活动帮助一些学生缓解焦虑，改善身心健康状
况。孩子们每天睡眠9个半小时，1/3是室外活动课，读书分享、音
乐沟通、对话校长，收获足够的安全感与主体意识。

“爱，在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中。我们需要努力接纳
每个孩子，帮助学生建构良好的社会关系，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温
暖，并认知自己的主体价值。”张志勇说。

除了爱，还要科学施策。
有的地方心理健康教育长期开展，却并未明显减少青少年群

体的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厌学等情况。倪闽景指出，以加强青少
年心理健康成因机理综合研究为基础，以开展广泛的社会科普、正
确认识心理健康为先，以全社会积极预防为主、以学校心理健康体
系建设为辅，并建设心理疾病检测网络与治疗应急机制，才是综合
治理之道。

从优化“系统治理”链条的角度，委员们提出不少解决方案。
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党委书记刘爱平委员指出，应着力形

成倡导全面发展的育人共识，纠正“中考分流就是提前预知人生失
败”“考不上名校这辈子就完了”等错误评价体系，缓解学生、家长、
教师的焦虑情绪。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马景林委员建议，由学校
牵头，建立家－校－医院三位一体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监测管理体
系，确保相关信息的顺畅沟通。北京市第二中学艺体中心主任孟
艳委员提出，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融合、共同推
进，构建系统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江苏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高金凤委员认为，应
由教育部门牵头，多专业主体合作，建立“一生一策”心理健康档案。

7日下午的教育界别协商会议上，来自教育部等部委的相关领
导，积极回应委员关切。

教育部列出新一年20项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重点任务，包括建
设全国学生心理健康监测平台等；中宣部将加强顶层设计，起草有
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文件；中央网信办将持续开展青少年群体心
理健康网上引导；国家卫健委将继续做好相关专业医师培训，加强
心理健康知识科普宣教。

向华把会场上的温暖声音，分享给远在1500公里外的少年，并
很快得到回复：“这么多人关爱着，我会好好恢复，努力学习，加
油！”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探寻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最优解”
新华社记者 任沁沁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连日来，全国两
会人大代表团、政协界别委员小组密集迎来

“开放日”。截至8日中午，已有30个人大代
表团举行“开放团组”活动，27个政协界别委
员小组会议向境内外媒体记者开放。

这是记者从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
闻中心、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新闻中心
获得的消息。

5日，重庆代表团率先举行了“开放团组”
活动，共有近200名中外记者到场，其中包括
近30家境外媒体的记者。6日当天，包括宁
夏、青海、陕西、福建、浙江、广西在内的21个
代表团举行了“开放团组”活动。7日，又有黑
龙江、江苏、湖南、广东、新疆等8个代表团迎
来“开放日”。

5日下午，包括经济34组、工商联21组、
体育42组、科协23组等27个政协界别委员
小组会议向境内外记者开放。

在“开放日”这一天，人大代表团全体会议、
政协委员小组会议，向中外媒体开放。在会议
后，代表委员们还会接受中外媒体记者采访。

在多个“开放团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
媒体区座无虚席，甚至在会议开始前一个小
时，中外媒体记者就早早来到现场，架起“长
枪短炮”。不少场次的记者人数达百人以上。

采访环节气氛活跃热烈，提问不断。回答
提问的代表委员既有党员干部，也有专家学
者、企业人士等。面对记者们抛出的一个个问
题，代表委员坦诚作答，发表真知灼见。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负责
人表示，今年在办好新闻发布会、记者会和“代
表通道”“部长通道”的同时，还举行代表团“开
放团组”活动，为中外记者提供更多采访机会。

有境外媒体记者表示，在“开放日”现场，
感受到开放、自信的氛围，这样的采访活动，提供了更多与代表委
员交流互动的机会，由此能更好触摸中国发展脉动，成为一扇观察
了解中国的窗口。（记者于佳欣、黄垚、丁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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