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5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
檢察長張軍（左）、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出席會議 中新社

最高人民法院
審結各類涉疫案件

2736件
防疫期間網上立案

136萬件

去年受理案件
38498件

審結34481件
同比分別⬆10.7%和8.2%

去年審結一審涉
外民商事案件
1.7萬件

海事海商案件
1.6萬件

去年審結專利、商標等
知識產權案件
41.8萬件

最高人民檢察院
今年2-4月共批准逮捕涉

疫刑事犯罪
3751人

起訴2521人

去年共辦理各類案件
3146292件
同比⬆9.7%

去年嚴懲嚴重暴力犯罪
起訴60654人
同比⬆1.6%

去年侵犯商標權、專利權
、著作權等犯罪
起訴11003人
同比⬆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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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審結涉港澳台案件2.7萬宗

周強在報告中特別提及對特殊群體
的權益保護。他表示，在保護港澳台同
胞和海外僑胞、歸僑僑眷合法權益方面
，去年審結涉港澳台案件2.7萬件，辦理
司法協助互助案件9648件，審結涉僑案
件2475件。基本實現內地與香港民商事
司法協助全覆蓋。建成內地與澳門司法
協助網絡平合，出台司法惠台36條措施
，平等保護台胞、台企合法權益，積極為
港澳台法律學生實習創造條件，增進港
澳台青年對祖國司法制度的了解認識。

司法高水平服務灣區建設
周強介紹，去年廣東法院着力營造

公正高效法治環境，為粵港澳大灣區和
深圳先行示範區建設護航。他表示，今
年將完善司法服務政策舉措，為京津冀
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江經
濟帶發展建設等提供高水平司法服務。

張軍亦在報告中提到，2019年檢察
院方面始終高度重視特殊群體權益保障
。依法維護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和歸

僑僑眷合法權益，福建廈門等地設立涉
台檢察聯絡室，聘請台胞擔任聯絡員。
在服務保障國家戰略實施方面，制定服
務保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司法政策。

嚴懲涉疫犯罪 體現人文關懷
「兩高」 報告均有提及嚴懲涉疫犯

罪。據周強介紹，疫情爆發以來，最高
法單獨或會同有關單位發布57個懲處涉
疫犯罪和服務復工復產典型案例，護航
抗疫、服務大局。

張軍提到，自2月11日起，最高檢
分專題發布10批55個典型案例，突出維
護醫療秩序、防疫秩序、市場秩序、社
會秩序，收到規範司法、警示犯罪、教
育社會的積極效果。對於 「犯罪嫌疑人
是確診或疑似患者的，首先保障救治，
體現司法人文關懷。」 張軍還強調，新
冠肺炎疫情帶來新的挑戰，下一步工作
必須要把各項決策部署和憲法法律賦予
職責落實到位，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更有力法治保障。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25日在京舉行全體會議，最高
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最高人民
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先後向大會
作工作報告。今年的 「兩高 」
工作報告均提及維護港澳台胞
、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合法權
益。最高法工作報告提到，去
年審結涉港澳台案件2.7萬件，
基本實現內地與香港民商事司
法協助全覆蓋，今年將為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提供高水平司法
服務。最高檢工作報告亦顯示
，去年制定服務保障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司法政策，依法維護
港澳台同胞合法權益。

實現內地與港司法協助 維護同胞僑眷權益

大公報記者
趙一存北京報道

▲15日的印度洋某海域，中國海軍第35
批護航編隊在執行護航任務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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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高維護港澳台胞權益
審結案件情況

•審結涉港澳台案件2.7萬件

•辦理司法協助互助案件9648件

•審結涉僑案件2475件

法律協助互動
•增進港澳台青年對祖國司法制
度的了解認識

•積極為港澳台法律學生實習創
造條件

•基本實現內地與香港民商事司
法協助全覆蓋

•建成內地與澳門司法協助網絡
平台

司法惠台措施
•福建廈門等地設立涉台檢察聯
絡室，聘請台胞擔任聯絡員

•出台司法惠台36條措施，平等
保護台胞台企合法權益

資料來源：中新社

▲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
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中新社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作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中新社

【大公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
道：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和最高人
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分別向十三屆全
國人大三次會議作工作報告，扎實服
務打好三大攻堅戰是 「兩高」 工作報
告的重要內容。

關於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最高法
工作報告指出，北京、上海等地法院
有序推進 「e租寶」 等涉互聯網金融案
件清償工作，依法參與涉金融風險重
大案件處置。雲南等法院依法審理 「
泛亞有色」 等非法集資案件，積極追
繳處置涉案財產，努力幫助群眾挽回
損失。上海金融法院創新證券糾紛示
範判決機制，探索中小投資者司法保
護新路徑。

最高檢工作報告指出，為金融安
全護航。去年起訴金融詐騙、破壞金

融管理秩序犯罪40178人，同比上升
25.3%。

關於服務脫貧攻堅戰，最高法工
作報告指出，去年依法嚴懲涉農騙補
騙保、扶貧領域腐敗、農資造假等侵
害群眾利益犯罪。貴州、西藏及怒江
、臨夏等地法院積極服務易地扶貧搬
遷工作，維護廣大農民土地承包經營
權、宅基地使用權，有效化解農產品
產銷糾紛，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

最高檢工作報告指出，去年起訴
扶貧領域 「蠅貪」 877人，向扶貧款物
伸手必嚴懲。

「兩高」 工作報告中，同時點名
孫小果案、杜少平案。周強表示，依
法審理孫小果案、杜少平操場埋屍案
，對主犯孫小果、杜少平堅決判處並
執行死刑，讓正義最終得以實現。

維護公平正義 打造朗朗乾坤
25日，最高人民法

院院長周強、最高人民
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向
全國人大作工作報告時
，不約而同專門談到 「
孫小果案和杜少平操場

埋屍案」 ，指出這兩起案件的依法審
理，讓正義最終得以實現。這兩起曾
引起公眾矚目的焦點案件，被同時寫
入 「兩高」 工作報告，體現了審判機
關和檢察機關對社會關切的積極回
應。

本已是死囚的孫小果屢屢上演 「
亡者歸來」 ，令人毛骨悚然的 「操場
埋屍」 真相居然被掩蓋16年。人們對
這些案件高度關注，不僅是樸素的正
義感使然，更是出於對案件背後隱藏
問題的反思。這些匪夷所思的操作之
所以能得逞，暴露出法律和制度存在
漏洞和瑕疵，也反映出 「關係網」 和
「保護傘」 等問題在基層執法中依然

嚴重。
這些現象曾讓部分公眾震驚恐慌

，也讓一些人對法治現狀失望。如不
及時解除人們心中的問號，驅散公眾
的正義焦慮，就可能動搖整個社會的

法治信仰。好在執法機關和審判機關
利劍出鞘，除惡務盡，讓孫小果等涉
黑案回歸真相和正義，不僅震懾了黑
惡勢力，回應了社情民意，提振了人
心，更宏揚了法治精神，向社會傳遞
依法嚴懲、不枉不縱的清晰信號。

「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
國弱。」 能否維護好公平正義，塑造
良好的政治生態，事關社會穩定和國
家長治久安，事關人心向背和公眾安
全感幸福感。

我們為相關部門強力掃黑除惡所
取得的顯著成效激賞之餘，也應清醒
認識到，個案正義固然重要，但絕非
終點。要想以人為本 「不馳於空想」
，需有法治建設 「保駕護航」 。唯有
徹底清理小魚小蝦都可以翻起滔天巨
浪的環境，剷除一切為非作歹者的生
存土壤，才能進一步強化司法尊嚴，
贏得公眾信任，營造天清氣朗、安定
有序的社會環境。

值得欣慰的是，這一點，我們從
兩高報告擲地有聲的承諾中，看到了
法治機關讓惡行無處遁逃，讓正義不
再蒙塵，打造朗朗乾坤、盈盈正氣的
決心和魄力。

兩高嚴懲金融犯罪化解風險

【大公報訊】記者周琳北京報道：
曾兩次參與索馬里護航行動的全國人大
代表、海軍某導彈驅逐艦艦長趙岩泉25
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代表通
道」 上表示，從2008年12月26日起，中
國海軍已派出35批護航編隊對6700多艘
商船提供護航任務。

趙岩泉回憶，有一次執行護航任務
時，在驅離3艘疑似海盜小艇後，中國船

長激動地在電台裏高呼 「祖國萬歲！」
他說，聽到電台裏 「祖國萬歲」 的聲音
，讓他更加明白作為中國人，身後有強
大祖國的那種自豪和幸福。

趙岩泉說，現在途經亞丁灣的各國
船舶都能收到， 「我是中國海軍，我正
在此區域護航，如需要幫助，請在16頻
道呼叫。」 中國海軍始終是這一海域最
值得信賴的和平力量。

【大公報訊】記者李理北京報道：
商務部部長鍾山25日在 「部長通道」 表
示，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事關重大。他
提出要擴大外資的增量需要進一步對外
開放，放寬市場准入，縮短負面清單，
同時搭建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平台。特
別是要建設好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
易港，讓外國投資者願意來中國投資。
鍾山強調， 「聰明的外商一定不會放棄
中國的龐大市場。」

鍾山強調，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出口

防疫物資， 「總的來說，中國出口的醫
療物資質量是好的。」 中國沒有對防疫
物資出口進行限制。

中國5G用戶超3600萬
同一場合，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

圩表示，目前中國每周大概增加1萬多個
5G基站，4月份單月新增700多萬個5G用
戶，內地5G用戶累計已超過3600萬個。
苗圩稱今年加快了5G建設速度，雖因疫
情一二月份受到一些影響，但企業在加

大力度、趕進度。 「隨着基站不斷增多
，將來我們的使用會越來越多。在北京
冬奧會上有更多的場景，為用戶量身定
做去提供更好的服務。」

提及新能源汽車時，苗圩表示，中
國把原本到今年年底完成退坡的新能源
汽車的補貼，以及減免新能源汽車的車
購稅兩項政策延遲了兩年。

苗圩透露，下一步還要從供給、需
求、使用側三方面發力，推動新能源汽
車發展。

中國海軍護航 船長高呼祖國萬歲

鍾山：聰明外商不會放棄中國市場

▲澳門與內地簽署民商事案件轉
遞司法文書修改文本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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