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法：殘害婦幼 當判死刑的判死刑
最高檢：從嚴打拐 追訴懲治收買不解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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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檢
2021工作回顧

•起訴金融詐騙、破壞金融管理秩
序犯罪4.3萬人

•起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1.4萬人

•起訴利用網絡實施詐騙、賭博、
傳播淫穢物品等犯罪28.2萬人

•起訴製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藥劣
藥等犯罪1.1萬人

•從嚴追訴性侵、虐待等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6.1萬人

•起訴危害國防利益、侵犯軍人軍
屬合法權益犯罪545人

▲3月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北
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最高
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作最高人民檢察院
工作報告。 新華社

▲3月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北
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最高
人民法院院長周強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
告。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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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
2021主要工作

•審結貪污賄賂等案件
2.3萬件2.7萬人

•審結一審知識產權案件
54.1萬件

•審結婚姻家庭案件
183.1萬件

•審結涉黑涉惡犯罪案件
3409件18360人

•審結網絡傳銷、網絡賭
博、非法利用信息網絡
等犯罪案件9.2萬件

•審結電信網絡詐騙案件
7.9萬件14.9萬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報告中
首先回顧了去年一年的工作。報告披
露，去年一年，審結婚姻家庭案件
183.1萬件。堅決反對家庭暴力，依
法嚴懲施暴者，會同全國婦聯推動人
身安全保護令落地見效，發出保護令
3356份，全面加強婦女兒童權益保
護。報告指出，人民法院準確貫徹死
刑政策，對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嚴重
影響群眾安全感的犯罪，對殘害婦女
兒童、老年人等挑戰法律和倫理底線
的犯罪，論罪當判死刑的，依法判處

並核准死刑，堅決維護法治權威。

未成年人犯罪採圓桌審判
「讓依法帶娃成為家長必修

課。」 報告提及，最高法堅持教育感
化挽救方針，對未成年人犯罪採用圓
桌審判，封存犯罪紀錄，預防和減少
重新犯罪。落實家庭教育促進法，對
一些父母不正確實施家庭教育、怠於
履行撫養監護義務、為孩子訂 「娃娃
親」 等行為進行訓誡，發出家庭教育
令，對虐待兒童的剝奪監護權。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回
顧去年工作時重點提及，追訴拐賣人
口犯罪將繼續從嚴。同時與有關部門
形成合力、綜合整治，對收買、不解
救、阻礙解救被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堅
決依法追訴、從嚴懲治。最高檢報告
披露，2000年至2021年，檢察機關
起訴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從14458人降
至1135人，年均下降11.4%；起訴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由155人
增至328人。報告指出，去年檢察機
關發出督促監護令1.9萬份，促進
「甩手家長」 依法帶娃。

對於2022年工作安排，最高法
報告提出，將妥善審理教育、就業、
醫療、婚姻家庭等涉民生案件。加強
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權益保
護。嚴懲性侵、拐賣婦女兒童和收買
被拐賣婦女兒童等犯罪，強化對被拐
賣婦女兒童的司法保障。

最高檢報告提出，今年將繼續從
嚴追訴拐賣人口犯罪，對收買及阻礙

解救被拐賣婦女兒童犯罪

堅決依法追訴、從嚴懲治。從嚴追訴
侵害婦女兒童人身權利犯罪。積極穩
妥辦理婦女權益保障等領域案件，大
力加強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促進未成
年人保護法律規定落實再落實。

最高法辦公廳副主任、最高法工
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余茂玉向大公報
表示，隨着中國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
進，民眾的法治意識也在不斷增強，
更加注重權利保障和程序公正。人民
法院積極適應這種變化，着力尊重和
保障人權。他認為，尊重和保障人
權，首先是依法保護民眾合法權益，
通過依法審理涉民生領域案件，努力
讓民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其
次，需要不斷完善保障人權的司法措
施。今年的最高法報告就提到，人民
法院堅持罪刑法定、疑罪從無、證據
裁判，去年法院依法宣告894名被告
人無罪，其中包括公訴案件511
名、自訴案件383名，確
保無罪的人不受刑
事追究。

今年的 「兩高」 報告
篇幅不長，但 「乾貨」 滿
滿。報告沒有迴避法治建
設過程中的痛點和難點，
而是引入眾多社會高度關
注的案例，以案釋法，以

理服人，生動體現了司法為民、公正司
法的工作理念，充分彰顯了恪守初心使
命、維護公平正義的司法擔當。

最高法報告在總結過去一年工作
時，特別提到嚴懲販賣個人信息犯罪，
出台人臉識別司法解釋，讓公眾不再為
自己的 「臉面」 擔憂；也提到嚴懲製售
「病豬肉」 、 「毒草莓」 、 「毒面膜」
的犯罪分子，守好民生安全底線。

最高檢報告專門談到，配合公安機

關持續開展 「打拐」 「團圓」 行動，嚴
懲拐賣人口犯罪，深挖歷史積案；也談
到從嚴追訴性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攜手各方為孩子們撐起一片法治
艷陽天。

這些工作有的針對個體案件，有的
涉及群體利益，看似是微不足道、雞毛
蒜皮的家長裏短，但實際上，每一個司
法工作重點，都指向人民群眾最關心、
最現實、最切身的利益問題。當看似瑣
碎平凡的案例，在最高議事殿堂裏由中
國司法機關最高負責人鏗鏘有力地宣讀
時，我們不難看到，法治的剛性正逐步
體現出民生的熱度。

真正有效的法律，不能只寫在紙
上，更要寫進人民心裏。唯有發現正義

並不遙遠，公平就在身邊，發現完善的
法律和公正的司法，為保障公民權利撐
起密不透風的保護傘，我們才有可能對
法治有期待、對司法有信仰，也才有可
能成為法治建設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
守者和堅定捍衛者。

司法公正是 「中國之治」 的重要支
撐。期待司法機關繼續厚植為民情懷，
精準對焦群眾 「急難愁盼」 問題，通過
一張張公正的判決、一場場公開的審
判、一個個典型的案例，匯聚成司法的
力量、是非的尺度、正義的溫度。

法安天下，德潤人心。當公平正義
之光燃起百姓心中明燈，護佑群眾福祉
之時，它照見的正是國家治理能力的提
升，以及政治文明與社會文明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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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維護國家政治安全主動仗 腐敗雖遠必懲 法網就是天網
【大公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道：

今年「兩高」報告點名秦光榮、王富玉、
王立科等腐敗分子，彰顯黨中央正風肅
紀、反腐懲惡的堅定決心，釋放不讓腐
敗分子逃罪，法網就是天網的信號。

最高法報告顯示，2021年，各級
法院審結貪污賄賂、瀆職等案件2.3萬
件2.7萬人。秦光榮、王富玉等14名原
中管幹部受到審判。人民法院落實受賄
行賄一起查，依法追繳行賄非法獲利，
斬斷 「圍獵」 腐蝕、權錢交易的利益鏈
條。加大職務犯罪贓款贓物追繳力度，
實際追繳到位596.6億元（人民幣）。

最高檢報告顯示，檢察機關2021
年受理各級監委移送職務犯罪逾2萬
件，已起訴近1.7萬人，同比分別上升

5%和8.8%。與國家監委等共同推進
受賄行賄一起查，起訴受賄犯罪9083
人、行賄犯罪2689人，同比分別上升
21.5%和16.6%。對王富玉、王立科
等23名原省部級幹部提起公訴，對17
名逃匿、死亡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啟動
違法所得沒收程序。

兩份報告均以程三昌案為例。最
高法報告指出，境外不是法外，人民法
院首次適用刑事缺席審判程序審理程三
昌案，裁定沒收外逃人員徐進、張正欣
境內外巨額違法所得，對外逃腐敗犯罪
分子雖遠必懲，讓其人財兩空。最高檢
報告強調，河南檢察機關對逃匿境外拒
不歸案的程三昌適用缺席審判程序提起
公訴，已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規範直播帶貨 追訴網絡誹謗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今

年 「兩高」 報告均談到司法機關對網絡
安全的守護。

最高法報告指出，2021年，審結
網絡傳銷、網絡賭博、非法利用信息網
絡等犯罪案件9.2萬件。出台網絡消費
司法解釋，對直播帶貨、外賣餐飲作出
規範。去年，人民法院維護公民個人信

息安全，嚴懲竊取倒賣身份證、快遞單
等各類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審結相
關案件4098件，同比上升60.2%。報
告指出，人民法院依法從嚴懲治行業
「內鬼」 洩露個人信息。嚴懲利用惡意
程序、釣魚欺詐等非法獲取個人信息。

最高檢報告顯示，2021年，最高
檢會同公安部等出台辦理電信網絡詐騙
等刑事案件指導意見，全鏈條打擊、一
體化防治，起訴利用網絡實施詐騙、賭
博、傳播淫穢物品等犯罪28.2萬人，同
比上升98.5%。報告指出，繼取快遞
女子被造謠出軌案自訴轉公訴，檢察機
關接續發布公民人格權保護指導性案
例，從嚴追訴網絡誹謗、侮辱、侵犯公
民個人信息等嚴重危害社會秩序、侵犯
公民權利犯罪，起訴3436人，同比上
升51.3%。

▲廣東汕頭一名主播在玩具抖音電商
直播基地推銷汽車模型。 新華社

兩高保護
港澳台胞權益

審結案件情況
•去年審結涉港澳台案件2.8萬
件

司法協助互助
•辦理涉港澳台司法協助互助
案件8933件

•與香港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
家事判決、試點相互認可和
協助破產程序

•與澳門簽署仲裁程序相互協
助保全安排

維護台胞權益
•編寫服務台胞台企檢察手
冊，浙江、福建等地檢察機
關在台商投資區設立檢察聯
絡室，聘請台胞擔任檢察聯
絡員，提供精準司法服務

•會同中央台辦建立在線訴調
對接，84名台胞擔任調解
員，發布維護台胞權益典型
案例

舉辦交流論壇
•舉辦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司
法論壇，在甘肅敦煌舉辦中
華司法研究論壇，深化中華
司法文化研究

大公報記者趙一存整理

【大公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
道：今年 「兩高」 報告均強調嚴懲危
害國家政權安全犯罪。最高人民法院
院長周強在高法報告中指出，嚴懲煽
動顛覆國家政權、間諜竊密、邪教等
犯罪。對資助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李
亨利依法定罪判刑。最高人民檢察院
檢察長張軍在報告中指出，堅決防範
和依法懲治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
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犯罪，堅決
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

最高法報告指出，認真貫徹總體
國家安全觀，依法懲治各類犯罪。各
級法院審結一審刑事案件125.6萬件，
判處罪犯171.5萬人。八類主要刑事犯
罪案件持續處於低位，佔全部刑事案
件比重穩步下降，我國是世界上最安

全的國家之一。嚴懲危害國家安全和
社會治安犯罪。嚴懲煽動顛覆國家政
權、間諜竊密、邪教等犯罪，堅決維
護國家政權安全、制度安全。對資助
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李亨利依法定罪
判刑。

「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
定。」 最高檢報告顯示，最高檢 「打
好維護國家政治安全主動仗」 ，堅決
防範和依法懲治分裂國家、顛覆國家
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犯罪。

最高法報告指出，將嚴懲危害國
家安全犯罪，堅決維護國家政治安
全。嚴懲網絡犯罪和跨國跨境犯罪。
最高檢亦指出，將落實總體國家安全
觀，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定、
人民安寧。

北京
觀察

把公平正義寫進人民心中

鄭曼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