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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来，全国人大代表认真审议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代表们表示，
两高报告体现出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理
念，让人民群众从中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和
温暖。

司法为民：满足人民需求

两高报告中的一组数字，让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金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全收印象
深刻：去年全国法院帮助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
95 . 3 亿元；检察机关起诉恶意欠薪犯罪 2361
人，支持农民工起诉 11054 件。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恶意欠薪的整治
力度，农民工工资管理发放越来越规范。”张全
收说，司法机关每年都有针对农民工欠薪的专
项整治，及时受理涉农民工工资案件，这让农民
工兄弟更有底气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坚持司法为民，人民法院敢于啃“最硬的骨
头”。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
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的这个消息，引
起了代表强烈反响。

“执行难过去被称为法院系统的‘老大难’，
很多案件在法院宣判后得不到执行，人民群众
对此反映强烈，也严重影响法律权威和司法公
信力。”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李静说，执行难问题的基本解决，让诚实守信
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
信心。

坚持司法为民，检察机关解决好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立足于人民群众对“天更蓝、水更清、空气
更清新”的美好期待，最高检报告指出，检察机
关积极参与污染防治攻坚战，起诉破坏环境资
源犯罪 42195 人，同比上升 21%。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大理州环境监测站
副总工程师杨晓雪说，2018 年，检察机关依法
打击各类污染环境犯罪，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公
益诉讼，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为生态环境筑起
了一道法治屏障。

阳光司法：看得见摸得着

最高法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2 月，中
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公开案件信息 3 . 7 亿
项，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庭审 259 万件，中国裁
判文书网公开文书 6382 万份，访问量 226 亿
次……

“司法越公开就越有生命力。从审判公开到

文书公开，再到执行信息公开，体现了我国司
法公开理念的不断更新，彰显了司法自信。”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
说，信息化推进整个司法过程实现了从接受
当事人监督，向接受广泛的社会公众监督拓
展，一个“阳光下的法庭”让老百姓真正看得
见、摸得着。

以公开促公正，不仅有“键对键”的方便，
更有“面对面”的体验。最高检报告指出，“检
察开放日”常态化，13 . 5 万名各界人士走进
检察院、走近检察官，了解监督检察工作。

“去年，我参加了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的
‘检察开放日’活动，通过参观 12309 检察服务
中心、信息化应用管理工作区，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四季盛宝纺织
有限公司后纺车间挡车工徐艳茹说，近几年，
检察机关主动推进检务公开，向社会各界传
播检察声音，树立了良好的检察形象。

从人民法院推进电子诉讼应用，逐步实
现网上阅卷、证据交换、网上开庭和电子送
达；到检察机关升级建设 12309 检察服务中
心，四级检察院同步完善实体、热线、网络三

大平台，提供一站式服务，智慧司法，在提升
办案质效、便民惠民中的作用愈发凸显。

“司法机关推进信息化建设，是建设创新
型国家的重要方面。”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楚
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岳认为，司法
机关顺应时代发展，大力推进智慧司法建设，
使人民群众得到方便和实惠的同时，也为司
法体制改革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司法创新：便民利民惠民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提出了更
高要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司法
机关积极创新，不断提高办案水平、提升服务
质量，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创新，要更好满足群众司法需求———
最高法报告显示，最高法制定互联网法

院审理案件司法解释，增设北京、广州互联网
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涉“小猪佩奇”著
作权跨国纠纷等案件，率先在国际上探索互
联网司法新模式。

“互联网法院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不囿于
地域限制，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司
法服务。”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
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说，除了利用网络进行
网上在线预约立案外，12368 诉讼服务热线
也为百姓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司法服务，成为
人民群众与司法机关沟通的平台。

创新，要不断提升办案水平———
最高检报告指出，最高检带头落实检察

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各级检察长、副
检察长列席审委会 8713 人次；基层检察院直
通最高检的专业平台“检答网”解答各类问题
1 . 1 万个；聘请 103 名专家学者、法律界代表
委员、律师等，组建办案咨询委员会……

检察机关创新推进业务建设的种种举
措，让全国人大代表、最高检特约监督员谢资
清深有感触。谢资清说，这体现出检察机关不
断谋划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努力满足
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创新，要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

作为便利群众的切实举措，推行网上立
案、自助立案等便民服务，推广车载法庭、移
动背包科技法庭被写入最高法报告。

“审判工作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体现
了司法机关创新便民利民惠民机制，为群众
立案、开庭等提供便利，是减轻当事人诉累的
积极做法。”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绥化职业
技术教育中心高级教师徐贤淑说，这些创新
务实举措，确保当事人立案不求人、审判不求
人、执行不求人。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
全国人大代表审议两高报告

法者，治之端也。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
社会主义法制”的战略方针，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全
面依法治国的号角，再到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
设指明方向，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

三月春风，带来答卷。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交出一份特殊的答卷：三年来，
人民法院全力攻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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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促进了法治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基本解决执行
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坚冰积雪一朝尽。
“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承诺正在兑现，但考

题并没有结束。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人民法院还将继续巩
固成果，为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
标不懈努力、久久为功。

春雷隆隆，激浊扬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部署，彰显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的决心。

2018 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与群众呼声结合、与反腐斗争结合、与
基层“拍蝇”结合，一场全民参与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雷
霆之势铺开。

2018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 69 起重大涉黑案件挂牌
督办。全国检察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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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十八兄弟会”、闻喜“侯氏兄弟”、白城史淼等为非
作歹、残害百姓的涉黑团伙受到严惩。

铲除黑恶，老百姓收获的是安全感、幸福感。在广东江门
新会区，蒋某达涉黑组织被摧毁后，当地猪肉价格每斤下降
约 5 元，生活用水每吨下降约 3 元，电费每度下降约 1 .4 元。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总书记的嘱托是每个中国法治建设者的座右铭。

一年来，司法机关重拳出击，坚持司法为民，严惩暴力犯
罪、网络犯罪、侵害妇女儿童犯罪；围绕服务三大攻坚战，出
台司法解释，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对接贫困地区群众司法需
求，积极服务脱贫攻坚，严惩污染环境犯罪，守护绿水青山。

“蓝色钱江保姆纵火案”“五周杀人案”“昆山反杀案”，
重庆公交车坠江案，张文中案，叶挺、方志敏烈士名誉侵权
案……一系列写入“两高”报告的重大案件的办理，既体现
了程序和实体公正，也实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折射着司法机关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努力。

春雷声声，催人奋进。

从城市到乡村，从草原到深山……千千万万政法工作
者夙夜在公，枕戈待旦。

将国徽装进背篼，把案卷抱在胸口，穿着胶鞋、踩着泥
土来到乡间院坝，法官说理判案，也为群众带去最生动的普
法宣传。

走进学校，深入家庭，既严肃，也温柔，投身未成年人刑
事检察工作的检察官挽救涉罪少年，也捍卫被侵害的童年。

政法队伍是和平年代奉献最多、牺牲最大的队伍。在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中，黑龙江高院执行局局长侯
铁男等 46 名干警牺牲在执行岗位上。

3 月 7 日，42 岁的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张晓梅因病医治无效去世。这位办理了四川省首例行
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女检察官，在最后一次见同事的时候，聊
的依然是工作和履职。她生前曾说：“每个人都是这个星球
上的旅行家，完成使命就得走了。”

三月春雷，穿云裂石，铿锵有力，“两高”报告交出的成
绩单奏响了新时代公正司法强音。

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提高司法效率和公信力，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提高智慧法院建设水平和应用能力，强化队伍
建设，加大人员履职保障……

春风之后，万物萌发，朝气蓬勃，社会主义法治的参天
大树将根深叶茂、泽被人民。

(记者吴光于、陈晨、吴刚)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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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依法制裁恶意欠薪行为，帮助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
95 . 3 亿元”，到“审结婚姻家庭案件 181 . 4 万件，发出人身
安全保护令 1589 份”；从“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43929
人，同比上升 29 . 3%”，到“起诉制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
品等犯罪 12360 人，同比上升 5 . 5%”……两高报告传递出
保障民生的司法温度。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老百姓在民生方面的司法需求日
益增多，虽然具体案件涉及金额未必多大，却关乎群众切身
利益。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民生需求在哪里，司法触角就应
延伸到哪里。加强民生司法保障，要精准对接民生领域司法
需求，把老百姓关心的事儿办好。这是司法为民的题中之
义，更承载着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盼。

针对民生痛点堵点，司法要及时给老百姓撑腰，提供群
众最需要的法律支持。当前，食品药品安全、保健品诈骗、校
园贷等民生问题突出，对此实践中已做出不少司法保障的
成功探索，不过面对出现的新花样，还需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让司法利剑永远寒光闪闪。司法机关不断织密扎牢民生
司法保障网，通过办理一件件案子，解决群众一个个问题，
消除社会一起起矛盾，才能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织密扎牢民生司法保障网，一方面要回应社会关切，紧
紧围绕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施策，同时解决好执行难，守护好
民生法治底线，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另一方面要抓住民生
改革攻坚点，以司法破除民生领域顽疾痼瘴，最大限度增加
民生福祉，增强人民群众的司法安全感和幸福感。

(记者刘怀丕、段续)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
现。”3 月 12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三
次全体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这一
铿锵的话语，引来会场内外广泛热议。

2016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
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如今交卷时间到。
这份事关公平正义的考卷，各级法院如何作答
的？这份成绩单，有哪些看点？

3 年执行到位 4 . 4 万亿元，信

息化“天网”来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三年来，人民
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 2 0 4 3 . 5 万件，执结
1936 . 1 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4 . 4 万亿元。解决
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执行难，执行到底有多难？全国人大代表、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夏道虎道出曾经的
“四难”：人难找、物难查、协助执行难、财物变现
难。

仅以查人找物为例。“过去查封一个被执行
人的公司账号，要到银行网点一家一家跑，此后
还要去异地办理财产冻结，一个案子办下来往
往耗时数月。”西安中院执行局法官牛晶琦对此
深有感触。

一场执行模式的深刻变革，让问题得以破
解。最高人民法院建成的网络查控系统，与公安
部、自然资源部等 16 家单位和 3900 多家银行
业金融机构联网，覆盖存款、车辆、证券、不动
产、网络资金等 16 类 25 项信息，对被执行人主
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

大数据“天网”改变了“一台车、两个人、四
处跑”的模式，让远程查找、冻结财产成为现实。

借助这张“天网”，贵州法院 3 年间实际执
行到位金额 590 . 4 亿元，同比增长 110 . 36%；
陕西法院与公安机关联合执法先后布控被执行
人车辆 2106 台，扣押到位车辆价款约 2 . 23 亿
元；广东法院 3 年来执行到位金额 3120 亿元，
有财产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上升为
96 . 8% ……

“判决必须得到执行，法律才算真正落到实
处。‘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
现，兑现了对全社会的庄严承诺，保障了法律权
威和司法公信力。”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李静说。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老赖”

无处可藏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一名“老赖”藏在新

疆躲债，但由于上了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
他无法乘坐飞机和高铁。后来家中有事，他历
经三天三夜，倒了四趟绿皮车才回到江苏无
锡。到家后，他立即到法院偿还了欠款。

出行受限、购房受阻、贷款不得，星级酒
店没法住，开办公司有难度……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显示，采取 11 类 150 项惩戒措
施，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366 万人迫于压力自动履行义务。严厉打击

拒执行为，全国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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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出境 3 . 4 万人次。

“联合惩戒打到了‘老赖’的痛处。应当继
续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引导大家像尊重
法律一样尊重生效判决。”全国政协委员、安
徽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周世虹说。

“变现难”曾是执行工作的难题之一。如
今，各级法院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入淘

宝、上京东，网友能对可执行财产“围观”拍
卖。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财产处置的效率越
来越高。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推行网
络司法拍卖，成交率、溢价率成倍增长，为当
事人节约佣金 205 亿元。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巩富文说，网络司法拍卖斩断了暗箱操
作等不法利益链条，提高了变现效率，有效减
轻当事人负担。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王树江说，通过“阳光执行”APP，四川法
院主动向申请执行人推送法官执行活动轨
迹、调查取证记录、财产查控结果等案件进程
信息，变结果公开为全程公开。

加大力度，还有哪些“着力点”

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但“切实解决执行
难”的考题并未结束。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指出，在有些方面、有些地区，执行难问题仍
然存在甚至还较为突出。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律师协会监事会
主席朱山建议，打通出入境、海关、交通等部
门及开展旅游、酒店、车辆租赁、购物等业务
的主要电子商务平台的数据共享渠道。对阻
碍协同执行的部门规章、内部规定进行梳理，
打通绿色通道。

多位代表委员呼吁加快出台“强制执行
法”。巩富文说，当前较为完善的执行司法解
释体系已经建立，但存在效力层次不高、对相
关部门约束力不够等问题，急需出台统一的
“强制执行法”，规范执行程序，明确相关协助
部门的义务和责任。

“建议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使无财产可供
执行的债务，通过破产获得终局性的处理，可
有效解决衍生的社会问题和生效裁判文书执
行难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建议。

未来仍需加大强制执行力度。全国人大
代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龚稼立说，用
足一切法律手段，依法加大适用罚款、拘留、
发布失信、边控、追究刑事责任等法律惩治力
度，坚决严惩恶意欠薪、逃避债务、阻挠执行、
暴力抗法等违法行为。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韩德洋说，贵州将完善立案、审判与
执行工作的协调运行。做好司法救助工
作，让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得到适当的
司法关怀。 (记者陈晨、高洁、吴光于；参与
采写：吴刚、李平、李鲲) 新华社北京电

“基本解决执行难”，成绩单上有看点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织密扎牢

民生司法保障网，一方面要回应社

会关切，另一方面要抓住民生改革

攻坚点

●

为为大大局局服服务务 为为人人民民司司法法 全国人大代表审议两高报告

““基基本本解解决决执执行行难难””

最高人民法院建成的网络查控系统，与公安部、自然资

源部等 16 家单位和 3900 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覆盖

存款、车辆、证券、不动产、网络资金等 16 类 25 项信息，对

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

成绩单上有哪些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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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采取 11 类 150 项惩戒

措施，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366 万人迫

于压力自动履行义务。严厉打击拒执行为，全国法院以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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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出境 3 . 4 万人次

急需出台统一的“强制执行法”，规范执行程序，明确相

关协助部门的义务和责任 ——— 巩富文委员

用足一切法律手段，依法加大适用罚款、拘留、发布失

信、边控、追究刑事责任等法律惩治力度，坚决严惩恶意欠

薪、逃避债务等违法行为 ——— 龚稼立代表

信息化推进整个司法过程实现了从接受当事人监督，

向接受广泛的社会公众监督拓展，一个“阳光下的法庭”让

老百姓真正看得见、摸得着 ——— 韩德云代表

近几年，检察机关主动推进检务公开，向社会各界传播

检察声音，树立了良好的检察形象 ——— 徐艳茹代表

司法机关每年都有针对农民工欠薪的专项整治，及时

受理涉农民工工资案件，这让农民工兄弟更有底气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 张全收代表

执行难问题的基本解决，让诚实守信在全社会蔚然成

风，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 ——— 李静代表

互联网法院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不囿于地域限制，让老

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司法服务 ——— 厉莉代表

审判工作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体现了司法机关创

新便民利民惠民机制，为群众立案、开庭等提供便利，是减

轻当事人诉累的积极做法 ——— 徐贤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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