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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赵乐际在报告中对今后一年的任务进行部

署：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扎实有效做好监督工作；充分发挥
人大代表作用；拓展深化人大对外交往；提升常
委会自身建设水平。要精心组织庆祝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活动，坚持好、完善好、运
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中指出，2023 年，最高人民法院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聚焦“公正与
效率”工作主题，坚持能动司法，做深做实为大局
服务、为人民司法，推动审判工作现代化迈出坚
实步伐。最高人民法院收案 21081 件，结案
17855件，同比分别增长54.6%、29.5%。全国各级
法院收案4557.4万件，结案4526.8万件，同比分
别增长15.6%、13.4%。

在报告中，张军从五个方面回顾了 2023 年
工作：一是做实为大局服务，以能动司法保障高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二是做实为人民司法，
以能动司法保障和增进民生福祉；三是做实抓前
端、治未病，以能动司法促推国家和社会治理；四
是抓实审判管理和队伍建设，以能动履职保障司

法公正；五是自觉接受监督，以能动履职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

张军在报告中表示，2024年，人民法院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努力以审判工作现代
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能动司法，
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履职尽责；狠抓提质增
效，加快推进审判工作现代化；完善监督体系，
着力锻造堪当重任的法院铁军。坚定信心、开
拓奋进，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为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23年，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忠实履行宪法
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
件，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全国检察机关共
办理各类案件425.3万件，同比上升28.9%。

在报告中，应勇对 2023 年工作进行回顾：
一、为大局服务，充分履行检察职能维护稳定促
进发展；二、为人民司法，在检察履职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三、为法治担当，以检察监督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四、接受人民监督，确保检察权依
法正确行使；五、强化自身建设，锻造新时代检
察铁军。

应勇在报告中指出，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
会精神，从政治上着眼，从法治上着力，持续推
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以检察工作现代
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要始终坚持党对
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社会
安定、人民安宁，依法服务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
代的硬道理，高质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做实人
民群众能体验得实惠的检察为民，持之以恒提升
法律监督能力，奋力开创人民检察事业新局面。

会议应出席代表2956人，出席2877人，缺席
79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李鸿忠
主持。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会议以大会
主席团的名义，向各位女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
员，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向世界各国妇女，致以
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福。

大会执行主席于伟国、王宁、王晓晖、王蒙徽、
巴音朝鲁、冯飞、刘艺良、孙绍骋、杜家毫、李秀领、
杨晓超、张又侠、陈刚、林武、易炼红、周祖翼、
赵一德、祖木热提·吾布力、倪岳峰、黄莉新、
黄楚平、景俊海、雒树刚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
就座。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接第一版）大家第一时间进行学习讨论，深
刻感到，习主席深邃洞察世界大势，敏锐把握
时代先机，对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作出全面
部署，具有很强的政治引领性、思想开创性和
战略指导性。

“这一深远考量和科学决策，既顺应时代
潮流，又应对时代之变，彰显宏阔的视野，饱
含深邃的思考，必将为强国强军伟业注入新
的强大动力。”来自国防大学的全国人大代表
胡钢锋说。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迅
猛发展，新兴领域已成为大国发展博弈的赛
场，更是军事战略竞争的焦点。”来自陆军的
全国政协委员满开宏认为，新兴领域战略能
力关系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系国家
安全和军事斗争主动，习主席的重要讲话蕴
含着强国强军一体运筹的深远考量，高屋建
瓴，催人奋进。

“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是对国
防动员系统提出的新课题、赋予的新使命。”
来自国防动员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赵钧说，
我们必须深刻领悟，勇于担当，拼搏进取，聚
焦新兴领域关键资源，充分发挥国防动员系
统协调军地、面向三军的职能作用，推动国
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军队战斗力高
质量耦合。

来自东部战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汪鸿雁表
示，战区作为承上启下贯彻战略决策、指挥作
战行动的关键环节，更要充分吸纳运用前沿技
术和优质资源，聚力打造坚强高效的联合作战
指挥机构，全力以赴履行好战区主战职能。

南国深山腹地，火箭军某部官兵组织学
习习主席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表示：“过去一
年，党、国家和军队事业取得非凡成就，使我
们更加深刻领悟到‘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新的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
责制，忠诚使命、勇于担当，把党中央、习主席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努力锻造打赢未来战争的
硬核实力。”

突出发展重点，以真抓实干作
风全力攻坚

习主席强调，要突出发展重点，抓好新兴
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有关战略和规划落实。要
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
经济发展，提升经略海洋能力。要优化航天布
局，推进我国航天体系建设。要构建网络空间
防御体系，提高维护国家网络安全能力。要加
强智能科技重大项目统筹实施，加大先进成果
应用力度。

“作为海军新质作战力量的典型代表，
我们将按照习主席的重要指示，加紧练强
过硬本领，有效履行使命任务，为建设海洋
强国贡献力量。”来自海军的全国人大代表
祁伟光说。

7日当晚，驻陕西部队某基地组织官兵认
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大家备受鼓舞：“我们
要沿着优化航天布局、推进我国航天体系建设
的前进方向，在逐梦星辰大海的征程中奋楫扬

帆、砥砺前行。”
来自军事科学院的全国人大代表姚党鼐

表示，军事科研机构要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军
地科研组织力，加强海洋、太空、网络空间、人
工智能等领域技术供给，促进新兴领域前沿技
术、人才、设施快速转化为新质战斗力。

深化改革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
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
作战力量发展统筹推进，取得一系列重大成
果。党的二十大后，党中央、习主席从推动高
质量发展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这为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提供了难
得机遇。与会代表们表示，要把握新兴领域发
展特点规律，深化改革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
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

“改革创新是军队建设发展的根本动
力，更是新兴领域发展建设的必由之路。”来
自武警部队的全国人大代表张永强说，“把
新兴领域改革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一个重点突出出来，要求我们加大改革创
新，提高质量效益，坚持问题导向，履行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的
职责使命。”

“真正的核心关键技术等不来、买不来，必
须通过自主创新掌握主动。”来自空军的全国
人大代表古清月认为，军队科技工作者要增强
创新自信，以“十年磨一剑”的胆气、“黑夜走暗
路”的勇气、“坐热冷板凳”的底气，打开视野、
破除藩篱，力争在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上推出
更多成果。

“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
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来自
国防科技大学的全国人大代表陆丹云表示，
作为军队院校教员，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军事
教育方针，瞄准未来战场，为全面提升新兴
领域战略能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
人才。

“近些年，边防部队不断加快信息化戍边
控边能力建设步伐，推进实现科技赋能、科技
强边。”来自陆军的全国人大代表阿依邓·吐尔
逊别克说，作为基层一线带兵人，要把习主席
重要讲话精神带到戍边前沿，发动官兵结合新
技术新应用积极开展战法创新、技术革新，让
新质战斗力在戍边控边中发挥效能，更好守卫
祖国边疆。

“军队备战打仗深入推进，需要新质战斗
力作支撑。”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的全国人大代
表唐林辉说，“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揭示出充分
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的内在规律，我们要按
照建生态、抓统筹、立标准、强供给的方法策
略，以加快新质战斗力供给为牵引，提高一体
化联合保障能力，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保
得好。”

一年春作首，万事行为先。广大官兵表
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习主席重
大决策部署上来，强化使命担当，深化改革创
新，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锚定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全力攻坚，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
予的使命任务。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全 面 提 升 新 兴 领 域 战 略 能 力
聚力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上接第一版）助力“促振兴”，认真贯彻落实
我省《关于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助力
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聚焦重点区域、
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组织民营企
业、商会组织和精品示范村、省级中心村结对
共建，助力我市乡村全面振兴。

突出亲企暖商，倾心创优营商环境。着力
畅通政企沟通渠道，把心用在“建言献策”上、
把情融在“诉求解决”中，助力营造“亭满意”一
流营商环境。着力深化服务，推动商会人民调
解工作提质扩面增效，确保案件受理量和调解
成功率继续保持全省前列；积极开展涉案企业
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推深做实“万所联
万会”、民营企业“法治体检”“法律三进”等工
作，助力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着力助企
纾困，深入商会和民营企业，面对面听心声、问

需求，实打实解难题、助纾困，助力企业做大做
优做强。

突出凝心聚力，倾情服务“两个健康”。聚
力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家弘扬企
业家精神，不断增强发展的信心和底气，坚定
不移投身滁州高质量发展。聚力推动民营经
济发展，围绕实施民营经济上台阶行动，扎实
开展科技服务、用工服务、金融服务等进商会、
进企业活动，支持民营企业坚守主业、做强实
业，加快数智化、绿色化转型，发展新质生产
力。聚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坦荡真诚靠前服
务，为民营企业当好“店小二”、做好“娘家人”；
推进清廉民企建设，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争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
回报社会的典范。

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 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上接第一版）一季度力争新签约项目 11 个，
新开工项目11个，新投产项目11个，打出一季
度“开门红”。对重点在谈的 33 条项目线索，
按区域规划长三角、珠三角招商路线，抢早抢
快行动。

锁定任务，招才引智再发力，以打造创
新高地的强劲引擎为契机，千方百计招引
人才，做强产业发展的硬核支撑。坚持市
场化机制、专业化标准，以爱才的诚意、用
才的胆识，吸引长三角高层次人才团队来
园区创新创业。确保全年新引进国家级领

军人才 1 名、高层次人才 30 名、院士助滁项
目 1 个，省“115”团队、“双创之星”团队或
海智工作站不少于 1 个。

扛起责任，营商环境再提升，深耕“苏滁创
新创业大赛”“链上苏滁”等 8 大特色服务品
牌，推动“便捷服务”向“增值服务”提档升级，
夯实要素保障新支撑。强化对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培育。
力争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5 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180家，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达到9
亿元，省级科技创新平台申报1个。

聚力“双招双引”奋力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省际合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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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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