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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高报告

最高法报告显示，过去五年中，加大对危害食品
药品安全犯罪惩治力度，各级法院审结相关案件4.2
万件。最高检报告中提出，过去五年中挂牌督办庞
红卫等人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等 986起重大案件；
办理食品药品领域公益诉讼 731件，起诉制售假药
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6.3万人。

全国人大代表郭乃硕认为，当前，食药安全
领域违法犯罪形势复杂，犯罪分子手段多样，需

要司法机关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延伸发现和处理问题的触角，提
高侦办此类案件的专业性，引入
多方力量形成全社会共同
发 现 、共 同 治 理 的 格 局 。
同时，发挥公益诉讼的作
用，织密食品安全的法治
网络。

两高报告中的十大法治亮点
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透露的一系列法治亮点引人注目。

最高检报告提出，过去五年，立案侦查职务犯
罪 254419人，较前五年上升 16.4％，为国家挽回经
济损失 553亿余元；民生领域查办“蝇贪”62715人；
从 42个国家和地区劝返、遣返、引渡外逃职务犯罪
嫌疑人222人。

最高法报告明确，对腐败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
势，健全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机制，严厉打击和震慑腐
败分子。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打虎”“拍
蝇”“猎狐”，法院、检察院系统强化担当，履行职
责，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得到好处，不让腐败
分子躲进“避罪天堂”，不让腐败分子逃脱正义的
审判。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等
“大老虎”依法受到应得的惩罚，“小官巨贪”“微腐
败”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职务犯罪依法受到查办，极
大增强了百姓的“反腐获得感”。

最高检报告显示，过去五年来，积极投入互联网金
融风险专项整治，起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犯
罪 14.4万人；突出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
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起诉8.2万人。

最高法报告指出，过去五年来，审结民间借贷
案件 705.9 万件，规范民间融资行为；严惩非法集
资、内 幕 交 易 等 金 融 犯 罪 ，北 京 等 法 院 审 结“e 租

宝”非法集资案，山东法院审结徐翔等人操纵证券
市场案。

全国政协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研究所所
长刘惠好表示，依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司法、执
法机关加强普法宣传，提高公众对金融违法犯罪的警
惕性。通过大数据等手段加强监测预警，加大打击力
度，构建系统化的追赃挽损工作体系。

最高检报告指出，五年来，深入推进扫黑除恶、缉
枪治爆、禁毒扫黄等专项斗争，起诉刘汉、刘维等为非
作歹、欺压百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8932人，立案
侦查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国家工作人员 333
人。最高法报告也强调，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开军

认为，坚决扫除黑恶势力，才能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目前，涉黑涉恶犯罪出现新的特点，向新行
业、新领域等扩张，通过插手民间纠纷造势获利，‘软
暴力’增多。法院和检察院要依法严惩组织者、领导
者、骨干成员及其‘保护伞’，重点整治‘村霸’和宗族
恶势力犯罪。”他说。

最高法报告显示，五年中再审改判刑事案件 6747
件，其中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冤错
案件 39件 78人；对 2943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 1931名
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

最高检报告中提到，对受理申诉或办案中发现的
18起重大冤错案件，及时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人
民法院均改判无罪。对人民法院再审的聂树斌案、呼
格吉勒图案、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案等案件，检察机关

同步成立专案组，重新复核证据、明确提出纠正意见，
共同纠错。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才华表示，
一批冤错案得以纠正，体现出司法机关勇于担当、有错
必纠的决心，强化了人民群众对于法律的信心。当前，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断推进，司法机关应
在实践中强化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理念，
从根本上有效防止冤错案的发生。

最高检报告提出，加强企业平等保护和产权司
法保护。在司法办案中重视完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
平等保护的司法政策；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
权，依法甄别纠正产权纠纷申诉案件。

最高法报告明确，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
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让企业

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全国人大代表、卓尔控股董事长阎志说，有

恒产者有恒心。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明确提
出保护企业家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有利于坚
定企业家信心，着力营造保护企业家干事创业
的法治环境。

最高检报告提到，2016年与公安部共同挂牌督办
“徐玉玉案”等 62起重大案件，两年来共起诉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 5.1万人。最高法报告中也明确，严惩电信网
络犯罪。出台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司法解释，
严惩泄露个人信息、非法买卖信息等犯罪行为，维护公
民信息安全。

全国人大代表刘庆峰向记者表示，严厉打击电信
网络犯罪是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措施。法院和检察院
在打击电信网络犯罪的实践中，应加强与公安、工信、
金融等部门以及相关高科技企业的深度合作，通过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应用，全面提升预防和打
击电信网络犯罪的执法效率。

最高检报告显示，过去五年，办理生态环境领域
公益诉讼1.3万件，督促5972家企业整改，督促恢复
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总面积14.3万
公顷，索赔治理环境、修复生态等费用4.7亿元。

最高法报告提到，制定环境公益诉讼等司法解
释，审结环境民事案件48.7万件；依法审理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案件1.1万件；审结腾格里沙漠环境污染公

益诉讼系列案。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顾雪

飞说，检察机关和法院未来应进一步加大对生态环
境案件的重视，强调诉前程序作用的发挥，及时制止
破坏生态环境的非法行为。一些地方已探索成立环
境资源审判机构，开展专门化的环境资源案件审判，
有效提升公益诉讼和审理的精准度和效率。

最高检报告提出，过去五年，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犯罪7957人，支持农民工起诉9176件。

最高法报告提出，推广河南、湖南、四川等法院破
解农民工讨薪难经验，依法惩处恶意欠薪行为，为农民
工追回“血汗钱”294.4亿元。

目前，我国现有农民工数量达 2.87 亿，部分行

业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仍旧突出。全国
人大代表张全收认为，近年来治理欠薪成果显著，
期待法院和检察院未来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工的普
法教育和法律援助力度，严厉打击惩戒欠薪行为。
同时，做好跨省农民工欠薪联动机制，切实保护农
民工权益。

最高法报告提到，过去 5
年，各级法院加大执行工作力
度，着力破解执行难，受理执行

案件 2224.6 万件，执结
2100 万件，执行到位金
额7万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天

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憬宏说：“目前，基本解决执行
难已经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他说，要健全覆盖全国的网
络执行查控体系和阳光执行体制机制，加大失信被执行
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贯彻落实力度，强力实施
联合信用惩戒，形成多部门、多行业、多手段共同发力的
信用惩戒系统，让“老赖”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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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腐败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五年立案侦查职务
犯罪254419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553亿余元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五年起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8932人

纠正冤错案纠正冤错案

打击电信网络犯罪打击电信网络犯罪
让财产更加安全，让权利更有保障

“鹰眼”助力：
让“老赖”无处藏身

多年前，湖北姑娘小伍在上海遭遇车祸，
被法院裁判赔偿的车主却分文未付，玩起了“失
踪”。2017年初，已在深圳工作多年的肇事车
主刘某主动从深圳返回上海缴纳赔偿款。原
来，刘某的工资卡被上海法院远程冻结了。这
一案件最终能够执行到位，得益于法院的网络
执行查控系统。

“在执行实践中，由于社会诚信体系还不
够健全，很多被执行人东躲西藏，甚至举家外

迁，故意逃废债务。”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寇昉说，还有的被执行人以

“假离婚、假破产、关联交易”等手段隐匿、转移
财产规避执行，给执行工作带来困难。

“查人找物难，财产变现难，一直是困扰执
行工作的瓶颈。”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区
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说，要以信息化建设
推动执行改革工作不断前进，力图为人民群众
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

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最高法已与公安
部、银监会等 10多个单位建立网络执行查控
系统，通过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手段查控被
执行人及其财产，共查询案件3910万件次，冻
结款项2020.7亿元，极大提高了执行效率。

在财产变现问题上，全国统一的网络司法拍
卖平台建立以来，法院网上发布拍卖公告，竞拍人
网上报名交保，竞买人随时随地参拍。与传统的
司法拍卖相比，成交率、溢价率成倍增长，公开度
透明度显著提高，有效消除了权力寻租空间。

集结合力：
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

“为了要回被拖欠的78万元贷款，我想了
很多办法。”让江西铅山县的郭某万万没想到
的是，在他近乎绝望之际，江西“法媒银·失信
被执行人曝光台”让“躲猫猫”的被执行人宋某
主动履行了判决。

原来，在被列入失信名单之后，宋某很
快发现，自己从出行、消费到投资、置业，寸
步难行。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吴偕林说，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仍不完善，
被执行人失信成本较低，规避执行、抗拒执行
现象仍然十分突出。解决“执行难”，需要集全
社会之力，要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结合。

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全国法院累计公开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996.1万人次，限制 1014.8
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 391.2万人次乘坐动车

和高铁，221.5 万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
义 务 ；以 拒 不 执 行 判 决 裁 定 罪 判 处 罪 犯
9824 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
戒格局初步形成，有力促进了社会诚信体
系建设。

“破解‘执行难’要进一步加快推动各惩戒
单位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将失信被执行人信
息嵌入联动单位管理、审批、工作系统，实现信

息共享，打破信息壁垒，确保联合信用惩戒机

制作用充分发挥。”寇昉说。

执行权：
关进“制度铁笼”和“数据铁笼”

“在传统的执行模式中，执行员一人负责

财产调查、控制、处置、案款发还等事项，对执

行事项有着很大决定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厉

莉说，这不仅影响了执行工作的效率，同时也

影响了司法的公正。

针对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专职委员刘贵祥表示，要不断加强执行规范化
建设，积极探索以信息化手段加强监管，将执
行权关进“制度铁笼”和“数据铁笼”。寇昉表
示，要深入开展阳光执行，对于重大执行案件，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场见证。

厉莉表示，避免消极执行和选择性执
行，还需要在加强执行工作规范化建设上下
功夫。一方面要加强机制建设，严格把握无
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的程序标
准和实质标准，健全恢复执行等相关配套机
制应用畅通。同时，加大信访、督办案件办
理力度。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要对消极执行、违法
执行典型案例进行通报，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案
件挂牌督办，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专项巡查行
动等多种方式，严查执行违法乱纪行为，坚决
清除害群之马。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9日向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最高法工作
报告时表示，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决战之年，任务十分繁重，人民
法院将坚决攻克这一妨碍公平正义、
损害人民权益的顽瘴痼疾。

“执行难”问题不仅损害司法裁判
的权威和公信力，还助长了不诚信的
社会风气。决战之年，如何进一步创
新方式方法、规范执行管理体制机制，
确保决胜“执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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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 守护碧水蓝天，五年办理生态环境领域公
益诉讼1.3万件

食品安全食品安全 保护舌尖上的安全，五年各级法院审结食品药品
安全案件4.2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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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执行难破解执行难 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五年执行到位金额7万亿元

严惩恶意欠薪，五年为农民工追回294.4亿
元“血汗钱”

破解讨薪难破解讨薪难

维护公民信息安全，两年共起诉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5.1万人

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五年再审改判刑事案
件6747件

严惩非法集资、内幕交易等金融犯
罪，五年起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
骗犯罪14.4万人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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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执行难”决战之年如何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