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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 3月9日，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星，省
长许昆林，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在
江苏代表团驻地看望参加全国两
会报道的中央媒体和江苏媒体编
辑记者。

信长星、许昆林、张义珍首先
来到中央媒体采访室，与人民日
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
中国新闻社等媒体记者深入交
流，观看报道集锦视频和重要版
面展示。中央媒体记者表示，在
这次两会采访过程中，真切感受
到江苏代表委员精神面貌好、发
言质量高、建言献策实。信长星
感谢中央媒体长期以来对江苏的

关注和报道，感谢各位新闻工作
者的辛勤付出。他说，今年全国
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江
苏代表团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经济大省要挑大梁，为全
国发展大局作贡献。两会期间，
大家聚焦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
审议，结合江苏代表团学习讨论、
代表委员履职等情况，精心策划
推出一大批富有思想性和感染力
的报道。希望中央媒体继续关注
江苏、宣传江苏，全方位报道江苏
落实挑大梁责任的新进展新成
效，多角度展现江苏各地锐意进
取、奋勇争先的生动局面，让世界
透过江苏这扇“窗口”更好感受中
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

今年全国两会，省内新闻单位
联动会场内外、前方后方、网上网
下，全景呈现大会盛况。在新华
报业传媒集团、江苏广电总台、现
代快报的采访间，信长星、许昆
林、张义珍与编辑记者亲切交流，
听取版面安排、专栏设置、选题策
划、传播效果等情况介绍，观看融
合传播产品演示，对两会报道取
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信长星
指出，把两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宣传好、报
道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
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重大政治
任务。连日来，大家以强烈的责
任担当、扎实的工作作风，全身心
投入、全媒体传播，充分反映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全省各地的热
烈反响和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贯彻
的初步进展，新闻报道有高度、有
深度、有厚度、有温度，展现了主
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新成果。接
下来我们将在全省兴起学习贯彻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大
家回去后要继续保持饱满的精神
状态，带着报道全国两会的深切
体会，进一步把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宣传好，把全省上下学习贯
彻的生动实践和实际成效宣传
好，推动各方面坚定信心、鼓足干
劲，共同营造经济大省挑大梁的
良好氛围。

省领导储永宏、徐缨、樊金龙
一同看望。 （黄伟）

信长星许昆林张义珍看望参加全国两会报道的新闻工作者

推动各方面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
共同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营造良好氛围

现代快报讯 3月9日，十四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举
行小组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星，全国
人大代表、省委副书记、省长许昆
林参加会议。

信长星在发言时说，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主题鲜
明、案例丰富、数据详实，全景式
展现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为法治担当的生动实践，完全赞
同。过去一年，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主动服务大局，紧
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党的
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司法服务
保障就跟进到哪里；坚决守牢安
全底线，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
观，守护了国家安全、社会安定、
人民安宁；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
任务，有效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坚持司法
为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把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作
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公平
正义更加可感可及；注重加强自
身建设，全面锻造忠诚干净担当
的干部队伍，彰显了公正廉洁司
法的鲜明底色。信长星表示，学
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对江
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以新的发
展实绩为全国大局作出更大贡
献，离不开高质量的司法护航。
希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法治江苏
建设，支持江苏以更强担当落实
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

许昆林在发言时说，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通篇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
近平法治思想，胸怀“国之大者”，
心系“民之要事”，彰显了以法为
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有机统
一，是高举伟大旗帜、弘扬法治精
神、守护公平正义的好报告，我完
全赞成。过去一年，最高法、最高
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忠诚履行宪法法

律赋予的职责，自觉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党对司
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全面加强，司
法护航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充分彰
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防线更
加坚固，以司法之力书写了服务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答卷，充
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的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
力。长期以来，最高法、最高检对
江苏发展给予了大力关心支持。
我们将把依法行政贯穿于政府工
作全过程各方面，自觉接受司法
监督，深化府院府检联动，全力支
持法检工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江苏、法治江苏，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坚强
有力的法治保障。

两高工作报告中的一组组数
据，记录着过去一年司法机关维
护公平正义的不懈努力、护航高
质量发展的有力担当、强化治理
的法治作为，代表们赞同两份报
告、肯定两高过去一年的工作成
绩。周斌、方祝元、李贵合、李肖
娜等代表认为，过去一年两高服
务大局有力，把对党忠诚贯穿司

法工作全过程；司法为民有效，以
严格公正司法保障民生福祉，让
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
在身边；改革创新有为，开展深层
次司法改革探索，体制机制进一
步完善；依法治理有方，有力守护
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代表们高度肯定一年来两高
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所作的工
作，建议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
坚强的司法保护。李洪耀代表提
出，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依法
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谢
正义代表建议，探索行政协调与
司法审判联动机制，解决好企业
账款拖欠问题。张俊杰、高纪凡、
张晓宏等代表建议，进一步加强
对科技成果和科技创新主体的司
法保护，强化对专利侵权的司法
审判，为创新创造营造更优环境。

多位代表建言加强新兴领域
司法保护。徐光辉代表说，要持
续加强网络信息保护，保障公民
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经济健康
发展。盛蕾代表提出，建议支持
地方建设互联网法庭，探索互联
网法庭程序创新，用互联网思维

解决具有互联网特征的纠纷。高
华瑞代表建议，加强对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的普法宣传和权益维
护，促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练月琴代表建议，依法保护公民
利用网络获取信息的权利，打破
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有效维
护网络空间秩序。

代表们还建议持续推进司法
改革，加强普法工作。张春生、吴
兰等代表提出，针对案多人少的
实际，加强基层司法力量配备，在
政策上给予更多倾斜，在资金上
给予更多扶持。崔铁军、刘璠、李
强等代表建议，进一步推进科技
司法、数字司法，发挥司法大数据
作用，提升司法工作智能化水
平。陈宏斌、李敏、邵永海等代表
建议，深入学校、企业、社区、企事
业单位开展普法宣传，加强未成
年人教育管理和权益保障，推动
更好发挥中小学法治副校长作
用。徐云飞代表建议，积极开展

“以案释法”、法律解读等，帮助企
业提升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
力。

（陈月飞 黄伟 王拓）

江苏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审议两高报告
信长星许昆林参加

3月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吴胜 万程鹏 摄

守护公平正义
服务发展大局
增进民生福祉
代表委员审议讨论两高报告

连日来，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
委员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进行审议
讨论。代表委员们认为，两高报告
展现了司法机关紧紧围绕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
的职责，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为法治担当，在平安中国、法治中
国建设上取得的新成效，彰显了司
法机关守护公平正义、服务发展大
局、保障民生福祉的责任担当。

2024年，检察机关起诉涉黑恶
犯罪1.2万人，起诉“保护伞”74人；
法院审结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
案件 4.9 万件 5.8 万人，同比下降
5.8%；审结电信网络诈骗案件4万
件8.2万人，依法严惩涉缅北等跨境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代表委员们认为，两高报告披
露的这一系列数据，是司法机关以
严格公正司法推动更高水平平安中
国建设的体现。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鑫
代表在审议时特别提到“余华英拐
卖儿童案”：“检察机关依法起诉、
法院顶格判处死刑，体现了对挑战
法律底线行为的‘零容忍’。”

2024年，检察机关起诉利用网
络实施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2458人，办理公益诉讼5061件；法
院从严惩治网络暴力犯罪，以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对292人定罪判刑，以
侮辱罪、诽谤罪对91人定罪判刑。

“两高报告披露严惩网络暴
力，反映出司法机关守护网络清朗
的坚定决心。”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黄茂兴代表认为，需构建“技术+
法治+教育”的立体防线，通过算法
识别谣言源头、完善平台责任追究
机制，从根源遏制“按键伤人”。

“起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秩序犯罪13.7万人”“依法再审纠正
涉产权冤错案件46件”“审结涉外民
商事案件2.6万件”——两高报告中
有关司法机关过去一年护航经济发
展的成效引起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在南京执业多年的纽思达律师
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魏青松委员在讨
论时说：“过去一些地方存在‘以刑
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趋利性执
法’等问题，导致企业成本高企。”
他特别提到最高检督办的31件重
点案件：“这些案例释放出明确信
号，司法既要惩治犯罪，也要避免
‘一刀切’伤及无辜企业。”

2024年，全国法院审结知识产
权案件49.4万件，最高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法庭成立6年来审结技术类
知识产权上诉案件近2万件。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
江代表以“蜜胺”发明专利及技术秘
密侵权案为例讲述司法创新实践：

“该案涉及三省多家企业，通过跨区
域联合执行促成全面和解，权利人最
终获偿6.58亿元，既保护了核心技
术，又推动行业合作升级。”他认为，
需进一步完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探
索“专家陪审员”“技术调查官”等制
度，破解“高精尖”案件审理难题。

两高报告显示，2024年法院审
结涉教育、养老、医疗等民生案件
548.3万件；检察院起诉危害食药安
全犯罪1.5万人，办理食药安全公益
诉讼2.6万件。代表委员们表示，这
是司法机关贯彻“群众利益无小
事”的集中体现。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