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翔实数据垒实百姓安全感
数据翔实是今年两高报告的一大显著

特点。 特别是今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 ， 共使用数据 185 处 ， 比去年上升

38%。正是在这一个个的亮眼数字中，人民

群众的安全感渐渐垒实。

扫黑除恶
审结黑恶势力犯罪2.9万人

2018 年，全国法院深入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 其中， 审结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5489 件 2.9 万人， 依法严惩欺压残害群众

的“村霸”“市霸”，严惩黑恶势力“保护伞”，

维护社会安宁。

这一年 ， 检察机关共批捕涉黑犯罪

嫌疑人11183人 ，已起诉10361人 ；批捕涉

恶犯罪嫌疑人62202人 ，已起诉50827人 。

严惩腐败
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

案件2.8万件

2018 年， 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

职等案件 2.8 万件 3.3 万人，其中被告人原

为省部级以上干部的 18 人 ， 厅局级 339

人，县处级 1185 人。

检察机关严惩扶贫领域腐败， 起诉侵

吞、私分扶贫资金等犯罪 1160 人。

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审结危害公共安全犯

罪案件 34.2万件

过去一年，全国法院严惩杀人、抢劫、

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 严厉打击涉枪涉爆

犯罪， 审结相关案件 4.1 万件， 判处罪犯

5.1 万人。 为维护公共交通安全，最高法院

还会同公安部等部门出台意见， 严惩妨害

安全驾驶犯罪，审结重大责任事故、危险驾

驶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 34.2 万件。

检察机关持续严惩故意杀人、 绑架等

严重暴力犯罪， 起诉 59717 人， 同比下降

5.9%；起诉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财

犯罪 361478 人，同比下降 6.9%。

严惩涉网络犯罪
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43929人

互联网技术更新迭代， 为了不让互联

网成为“法外之地”，2018 年全国法院和检

察机关严惩涉网络犯罪， 促进营造健康清

朗的网络空间。

全国各级法院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 侵犯个人信息、 利用网络窃取商业秘

密、网络传销等犯罪，审结相关案件 8907

件，依法审理张凯闵等 85 人特大跨境电信

诈骗案。 检察机关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43929 人，起诉利用网络赌博、泄露个人信

息等犯罪 15003 人。

保护妇女儿童权益
审结针对妇女儿童暴

力、虐待等案件2.7万件

为保障妇女儿童权益， 法院与检察机

关严惩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犯罪。 全国各级

法院坚决惩治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虐待、拐

卖、性侵害等犯罪，审结相关案件 2.7 万件。

过去一年， 检察机关起诉侵害妇女人身

权利犯罪 21949 人，起诉性侵、拐卖、虐待、伤

害未成年人犯罪 50705 人。

纠防冤错案件
依法纠正重大冤错案件10件

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过去一年，最高法

院积极完善冤假错案防范纠正机制， 严格落

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按照审判监督程

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 1821 件，其中依法纠正

“五周杀人案”等重大冤错案件 10 件。各级法

院审结国家赔偿案件 1.5 万件。 对生活困难

当事人发放司法救助款 10.8 亿元，减免诉讼

费 2.6 亿元。

2018 年， 检察机关对不构成犯罪或证

据不足的决定不批捕 168458 人 、 不起诉

34398 人 ， 同比分别上升 15.9%和 14.1% 。

此外， 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

“李锦莲故意杀人案” “邹俊敏贩卖毒品案”

均得到改判。 （本报北京 3 月 12 日专电）

■本报特派记者 王嘉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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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12

日下午分别参加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一些代表团的审议。

栗战书在宁夏代表团参加审议。 在认真

听取李锐、 马玉山、 杨玉经等代表发言后，

栗战书说，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坚持

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推

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

法， 落实好党中央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部署

要求， 努力使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

每一个执法决定、 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

到公平正义。 希望宁夏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宁夏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 抢抓 “一带

一路” 建设的重大机遇， 统筹好经济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 推动高质量发展， 打好脱贫

攻坚战， 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努力实现经济

繁荣、 民族团结、 环境优美、 人民富裕， 确

保宁夏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王沪宁在山西代表团参加审议。 在听取

杨景海、郑连生、申纪兰等代表发言后，王沪

宁表示，山西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希望山西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西工

作重要指示精神， 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 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新起点上继续推

进改革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

伐。要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主线统筹

做好各项宣传工作， 激发干部群众建功新时

代的昂扬斗志。 要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战略，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推动政治

生态持续好转。

赵乐际在辽宁代表团参加审议。在听取吴

艳良、戴继双、冯淑玲等代表发言后，赵乐际

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东

北振兴、辽宁振兴，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希望

辽宁牢牢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 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切实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力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着力培

育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 赵乐际强调，抓政

策落实、抓改革发展，关键要有好的作风，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党委要承担主体责任，纪

委监委要在党委领导下履行监督责任，持续深

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督促领导机

关和领导干部从本级、本人查起、改起，着力解

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推动党员干

部以“三严三实”作风做好各项工作。

韩正在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在认真听取

李锦斌、李国英、姚顺武等代表发言后，韩正表

示， 希望安徽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进

一步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在中部崛

起中闯出新路、创造美好前景。 要大力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 集中力量开展重大科技攻

关，着力在优势领域取得新突破，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抓住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机遇，在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

杨洁篪等参加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共修改83处
栗战书主持人大主席团会议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1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会议。 会议经过表决， 决

定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计划报告、

预算报告的决议草案和外商投资法草案修改稿等提请各代表

团审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 会议应到176人， 出席

173人， 缺席3人，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3月5日下午和6日全天， 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

代表们一致认为， 政府工作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以

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体现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顺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一个高举旗帜、 改革创新、 求真务实、 催人奋进的好报告，

代表们普遍表示赞成这个报告。 代表们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一

年的工作， 普遍赞同今年工作的部署和安排。 审议中， 代表们也

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国务院认真研究了代表们的审议意

见， 对政府工作报告作了修改充实， 共修改83处。 主席团常务

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和报告修改情况， 建议批准政府

工作报告， 并代拟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会议经过

表决， 决定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

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徐绍史向会议作了财

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财

政经济委员会认为，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总体良好， 国务院提出的2019年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主要

目标和工作安排总体可行 ， 建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 《关于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耀斌向会议作了财

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 ，

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国务院提出的201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总体可行， 建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 《关

于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

案的报告》， 批准2019年中央预算草案， 同时批准2019年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133089.22亿元 、 专项债务余额限额

107685.08亿元。

会议经过表决， 通过了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两个审查结果

报告。

3月7日全天， 各代表团认真审查了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

3月7日上午和8日上午， 各代表团认真审查了预算报告和预算

草案。 国务院根据代表们的审查意见， 分别对两个报告进行了

认真修改。 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审查意见、 报告修

改情况和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 建议批准计划报告

和计划草案、 预算报告和中央预算草案， 并代拟了关于计划报

告和计划、 预算报告和预算的两个决议草案。 会议经过表决，

决定将关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 关于2018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

团审议。

3月10日全天， 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外商投资法草案。 全

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 对外商

投资法草案进行了审议， 提出了草案修改稿。 主席团会议听

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作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外商投资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经过表决， 通过

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

外商投资法草案修改稿， 并决定将外商投资法草案修改稿提

请各代表团审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王晨、 曹建明、 张春贤、 沈跃跃、 吉炳

轩、 艾力更·依明巴海、 万鄂湘、 陈竺、 王东明、 白玛赤林、

丁仲礼、 郝明金、 蔡达峰、 武维华、 杨振武出席会议。

打通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
———写在人民法院宣告“基本解决执行难”之际

1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

期实现。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郑重宣布。

3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用

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对人

民作出庄严承诺。

3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 执行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

重视。 人民法院迎难而上、多管齐下，综合

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汇聚起强大合力，坚

决攻克这一阻碍司法公正、 损害人民权益

的顽瘴痼疾，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破解执行难彰显法治文明进步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日趋活跃，诉讼案件数量大幅增

长，执行难问题逐步显现，“法律白条”渐渐

成为困扰人民法院和当事人的突出问题。

决不能让执行难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

拦路虎 。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切实解决执行难” “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

及时实现权益”， 吹响了破解执行难的攻坚

号角。

大刀阔斧改革执行管理机制； 多部门

联手惩戒失信被执行人； 利用信息技术构

建现代化网络查控系统……3年来，长期制

约解决执行难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得以逐渐

消除，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进一步完善。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的一组

数据彰显变化轨迹：3年来， 人民法院共受

理执行案件2043.5万件， 执结1936.1万件，

执行到位金额4.4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98.5%、105.1%和71.2%。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只有真正执行

了判决， 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感受到法律的

公平、司法的公正。”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启

元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袁爱平说， 长期

困扰法治实践的执行难问题得到有效破

解，是我国法治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

对失信被执行人加大曝光力度、 全媒

体直播让网友“围观”执行行动……3年来，

社会各界支持法院执行的氛围更加浓厚，

助推诚实守信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动真碰硬推动执行领域深刻变革

2019年2月9日，正月初五。雪后的淮北

大地气温骤降。

安徽省淮北市的法院干警并没有与家

人团聚。 抓住一些平时踪迹难寻的被执行

人返乡过年的有利时机， 干警们一天之内

执结案件13件，执行到位金额117.5万元。

人民法院攻坚执行难，需要付出艰苦卓

绝努力，更要找准病因动真碰硬、精准施策。

这是执行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通过‘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战役，我

们构建起中国特色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

依托智慧法院建立四级法院统一的管理体

制，全国一张网，一网网到底，既有效约束

和规范执行权，又极大提升执行效率。 ”全

国人大代表、山东省高院院长张甲天说。

着力解决执行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现实问题———

法院会同60家单位采取11类150项惩

戒措施，366万人迫于压力自动履行义务；

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1.3万人，

拘留失信被执行人50.6万人次。

全面核查长期形成的历史积案，开展集

中清理执行案款活动，发放案款960亿元。每

年元旦春节前后集中开展涉民生案件执行

行动，累计发放涉民生案款179亿元。

最高法办公厅副主任陈志远说， 各地

法院干警3年来忘我工作，46名干警牺牲在

执行岗位上。全国法院将化悲痛为力量，在

“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基础上继续奋斗、久

久为功。

推动解决执行难从“基本”

向“切实”迈进

“我们深知，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与党中

央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和人民群

众期待相比还有差距。”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说，要不断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健

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

回顾历史，人民法院在30多年的时间里针

对执行难问题曾经采取了许多举措，开展了多

次行动。 破解执行难，不能走“一阵风”式运动

的老路。在积极清理积案卸下历史包袱的同时

注重“标本兼治”，才能真正告别执行难。

“很多人当着我的面问，这3年采取的措

施，几乎是各级法院举全院之力，这种情况能

否长期持续下去？会不会又回到了过去？肯定

不会。”最高法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

表示， 最高法已经制定了推进解决执行难的

五年工作纲要，对执行体制、模式改革以及信

息化升级换代等进行全面部署。

解决执行难从“基本”向“切实”迈进，人

民法院任重道远。陈乃科代表建议，进一步加

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 加强法院与

更多部门的执行信息联动，强化执行保障，打

破数据孤岛， 用大数据等新技术让失信者寸

步难行。

“民事强制执行法已被列入全国人大立

法规划，应该加快立法进度，尽快出台。”袁爱

平委员认为， 还要完善与强制执行密切相关

的企业破产制度等长效机制， 为解决执行难

提供更多制度保障。

新华社记者 罗沙 丁小溪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政协常委会六次会议召开
汪洋主持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记者张旭东 林晖 刘慧）政协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12 日下午在北京召

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的决议（草案）、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

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全国政协十

三届二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 会议决定将上述文件草案提交

3 月 13 日上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闭幕会审议。

会前，汪洋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第十八次主席会议，听取了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情况的汇报， 审议了各项报告和决议

（草案）。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开幕以来， 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

导下，按照会议议程和日程顺利进行。委员们认真审议常委会工

作报告、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各项决议（草案），对一年来全

国政协各项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进一步

做好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各项工作，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

熟更加定型、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出意见建议。 委员们

结合本界别实际，认真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和预算报

告、外商投资法草案和“两高”工作报告，积极参加界别协商讨

论， 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

十九大精神， 聚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紧扣打好三大攻坚

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重点任务，认真履职尽责，广泛凝聚人心、

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取得了丰硕成果。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

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

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

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出席会议。

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上接第一版）她建议推动全民普法教育，让案件中包含的法理

和邪不压正的理念能够深入人心。

去年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民事公益诉讼 4393 件、行政公益

诉讼 108767 件，全国县级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已做到全覆

盖。 广东法院公开宣判全国首例共享单车消费公益诉讼案，江

苏、山东等地法院依法审理侮辱消防烈士公益诉讼案，以司法手

段捍卫英烈荣光。对此，花蓓代表建议要进一步加大公益诉讼工

作实践，并不断完善制度设计，解决公益诉讼赔偿金的归属、监

管、评估等一系列问题。

上海代表团副团长沈春耀、廖国勋参加审议。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