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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勇指出，去年，檢察機關對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 「零容忍」 ，起訴性
侵、傷害未成年人等犯罪7.4萬人。起
訴未成年人犯罪5.7萬人，核准追訴初
中生殺害同學埋屍案等低齡未成年人
嚴重暴力犯罪34人。強化未成年人犯
罪預防和治理，協同加強專門教育、
專門矯治教育。據悉，這是最高檢工
作報告首次發布此類核准追訴人數。

去年依法懲處48名原中管幹部
最高法工作報告強調對挑戰法律

和道德底線的罪大惡極者，堅決依法
從嚴從重從快懲處，並點名樊維秋
案、李鐵案、余華英案，闡釋邯鄲三
名初中生殺害同學案。張軍介紹，
2024年審結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案件
3 萬 件 3.3 萬 人 ， 件 數 同 比 增 長
22.3%，依法懲處孫志剛等48名原中
管幹部，對李建平依法核准死刑。落
實受賄行賄一起查，審結行賄犯罪案
件2473件2873人，件數同比增長
18.6%。審理足球領域系列腐敗案，
依法對杜兆才、陳戌源、李鐵等定罪
判刑。

張軍還介紹，法院嚴懲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去年審結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4萬件4.1萬人，同比下降
1.1%。對長期作案、先後拐賣17名兒
童的 「人販子」 余華英和強姦未成年
人性質極其惡劣的郭某某、尚某某、
公某某等，依法判處死刑。

在談及未滿14歲學生殺害同學案
時，張軍指出，法院強化未成年人犯
罪預防治理。落實寬嚴相濟、懲教結
合，對此案主犯依法頂格判處無期徒
刑，同案未參與犯罪預謀和加害行為
的被告人，依法不予刑事處罰，由相
關部門專門矯治教育。推動落實輕罪
犯罪紀錄封存，幫助失足少年回歸社
會。

在法治護航民營經濟發展方面，
張軍表示，法院堅持和落實 「兩個毫
不動搖」 ，對國有、民營等各類所有
制經濟，做到合法權益依法平等保
護、違法犯罪一律依法懲治。2024年
審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職務侵佔
犯罪案件8474件10873人，同比增長
25%。法院還立足審判為依法經營企
業增信，深化落實 「知假買假」 司法
解釋。

應勇介紹，去年依法懲治民營企
業關鍵崗位工作人員腐敗犯罪，起訴
3298人。會同最高法出台危害稅收徵
管犯罪司法解釋，加大打擊涉稅、走
私犯罪力度，起訴2.3萬人。針對履職
發現的小過重罰、小額濫罰問題，向
行政執法機關提出檢察建議519件。加
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檢察履職，
服務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

近年來，違規異地趨利性執法問
題備受關注，辦案機關以執法辦案為
名跨省抓捕，違規罰沒財物，謀取經
濟利益，嚴重侵害民營企業家合法權
益，被指為 「遠洋捕撈」 式執法。張
軍表示，法院依法保護企業和企業家
合法權益。加強對違規異地執法、趨
利性執法案件的審查，嚴防以刑事手
段干預經濟糾紛。去年依法再審糾正
涉產權冤錯案件46件72人，改判13人
無罪。

應勇表示，檢察機關依法平等保
護各類經營主體合法權益，加強對查
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的監督，
堅決糾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
紛、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司法
等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督辦31件重
點案件。

維護國家政治安全 嚴懲「台獨」
對於如何破解 「違規異地執法和

趨利性執法」 ，張軍明確表示，依法
平等保護國有、民營、外資等各種所
有制企業產權和自主經營權，促推法
治經濟、信用經濟建設。應勇亦明確
表示，全力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
展。積極參與規範涉企執法專項行
動，開展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
司法專項監督。

另外，張軍表示，堅決維護國家
政治安全。依法嚴懲顛覆分裂、滲透
破壞、間諜竊密等犯罪。對宣揚 「台
獨」 分裂主張、實施 「台獨」 分裂活
動的楊智淵，以分裂國家罪定罪判
刑，依法嚴懲不貸。保護港澳台同胞
和海外僑胞、歸僑僑眷合法權益。建
立粵港澳大灣區司法法律合作對接平
台，推動司法法律規則銜接。修改認
可和執行台灣地區法院民事判決司法
解釋，保護兩岸同胞合法權益。加強
僑益司法保護，讓僑胞僑眷回家更暖
心、發展更便捷。

2025全國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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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8日上午在人民大
會堂舉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應勇
分別向大會作工作報告。兩份報告均提到法治護航民營經濟發
展，對 「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 問題作出部署。張軍明確
表示，依法平等保護國有、民營、外資等各種所有制企業產權和
自主經營權，促推法治經濟、信用經濟建設。應勇亦表示，去年
運用法治力量穩預期、強信心、促發展。

大公報記者 趙一存北京報道 ▲3月8日，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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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作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報告。 新華社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應勇作最高
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新華社

最高法：對各類所有制經濟平等保護
最高檢：運用法治力量穩預期促發展

近年來，隨着國家新興產業的迅猛
崛起，越來越多的香港青年看到了在內
地創業和就業的廣闊前景。香港工聯會
廣州諮詢服務中心副主任葉文悅（圓
圖）便是其中的一位。

在內地生活的幾年裏，葉文悅深刻
體驗到了我國科技發展帶來的便
利，尤其是國產智能家居產品
讓他讚嘆不已。因此，在全國
兩會期間，他特別關注了小
米集團創始人雷軍和海爾集
團董事局主席周雲傑在 「代
表通道」 上的發言。

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
「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
「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培育生
物製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
來產業。」 兩會上，雷軍提出要把最新
的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到各個終端，讓消
費者享受科技帶來的美好生活。周雲傑
則表示海爾汽車產業互聯網將與小米及
更多中國汽車進行合作。葉文悅對此深
感興奮，他表示自己家中已經有很多小
米和海爾的家電產品，平時用手機就可
以遠程操控使用。而他購買的新能源汽
車也讓他深切感受到了國產車的方便、
省錢和日益智能化。

回憶起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港澳的
內容，葉文悅如數家珍。他提到，這已
經是粵港澳大灣區第九次被寫入政府工
作報告，身為一名 「灣區人」 ，他感到
無比自豪。作為第一批通過 「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 入職的香港青年，葉文悅

已經在廣州工作和生活了四年時
間。他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幫
助新加入 「就業計劃」 的港青
更好地就業創業，融入內地
生活。

葉文悅觀察到，過去三
年裏，參與 「就業計劃」 的招

聘企業越來越多元化，不僅限於
傳統優勢行業，如金融服務、會計等，
現在教育、地產甚至一些新興科技公司
也都加入了招聘行列。他感受到內地新
興產業、未來產業的蓬勃發展對港青的
吸引力正不斷增加。申請加入 「就業計
劃」 的港青中，也越來越多地出現了香
港本土畢業生的身影。

葉文悅認為，這與國家大政方針的
指引和各級政府的有力執行密不可分。
他堅信，借兩會東風，在國家新興產業
和未來產業的推動下，港青在內地的發
展前景將更加廣闊。

大公報記者帥誠

最高人民
法 院 工 作 報
告，猶如一部

濃縮社會焦點的活字典，一堂生動的法
治公開課。這其中，有惡意拖欠的 「老
賴」 ， 「假破產、真逃債」 的 「跑
路」 ，侵犯公民個人隱私的偷拍竊聽，
「孩口奪食」 的校園餐腐敗；也有以離

婚方式逃債、惡犬傷人、高額彩禮、職
場中的性別歧視和性騷擾、 「職業閉店
人」 等新型套路犯罪等等。當法律脫下
晦澀術語編織的華服，換上煙火氣的粗
布短衫，一份老百姓聽得懂的報告，傳
遞的是看得見、摸得着的公平正義。

社會高速運行中，各種新問題、新
矛盾層出不窮。上述各類案件的突出特
點是，存在範圍廣，發生頻率高。每個
普通人，都可能在某個瞬間成為法律天
平上的砝碼。然而，其中的樸素正義，
卻往往因為陳規陋習、扯皮推諉、法不
責眾、程序瑣碎等種種原因，而得不到
及時伸張，陷入舉證難、索賠難、維權
難、執行難的困境，惡人佔便宜，好人
吃啞巴虧，讓正義如鯁在喉，加劇了公
眾焦慮。

法律守護正義的命題，從來不是高
懸於神殿的抽象教條，而是潛藏在億萬

人的生活褶皺中的治理溫度。面對一道
道難題，最高法以法治一一求解，給出
了可複製、能實操的標準答案，用法治
刻度深度求索，精細丈量着微觀正義。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陽的光輝。一個個
「小案件」 ，讓大寫的 「法」 字力透紙

背。
不讓作惡者逍遙法外，也不能讓無

辜者背負罪名。闖紅燈致他人摔倒被軋
身亡的行人，被判交通肇事罪，而安全
規範駕駛、確屬躲避不及的機動車司機
得以免責；患者在醫院摔傷、學生在校
園受傷，盡到安全保障義務的醫院、學
校無需擔責……這用實際行動，破除
「誰鬧誰有理」 的碰瓷、訛詐，糾正
「各打五十大板」 的 「和稀泥」 慣性，

維護了法律的嚴肅性。
瑜伽健身的會員卡、直播帶貨的購

物車、社區業主的微信群，都可能是違
法犯罪的糾纏區，也都是法治自然生長
的土壤。法治只有滲透到社會的毛細血
管，才能真正有效治頑疾、去病灶、增
強免疫力，有效推動良政善治。當司法
以「接地氣」的方式溫柔俯就生存現實，
法治便擁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 「不讓
好人受委屈」 的至簡大道，讓法律肌理
中的民生經緯，有了更清晰的質感。

不讓作惡者逍遙法外

新興產業蓬勃發展
港青內地創業前景無限

最高法2025年部分工作安排
•嚴懲涉槍涉爆、盜搶騙、黃賭毒等違法犯罪
•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活動，依法懲治資本市場
違法犯罪

•依法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企業產權和自主經
營權，促推法治經濟、信用經濟建設

•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司法
•依法反制非法制裁和 「長臂管轄」 ，堅定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加強涉外法治建設，提升涉外司法效能

最高檢2025年部分工作安排
•依法嚴懲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嚴重暴力犯罪，依法從重從快懲治
極端惡性犯罪

•依法懲治經濟金融犯罪，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和金融安全
•積極參與規範涉企執法專項行動，開展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
法司法專項監督

•提升涉外檢察效能。從嚴懲治危害食品藥品安全、電詐、侵犯公
民個人信息等犯罪

•加強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強化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
大公報記者趙一存整理

數讀兩高報告

❶保障民生利益
最高法：

•審結民生案件548.3萬件
•審結追索勞動報酬案件8.8萬件，
幫助追回薪酬285.4億元人民幣

•依法撤銷598名 「生而不養」 父
母的監護人資格

最高檢：

•起訴傷醫擾醫犯罪141人，起訴
醫保騙保等犯罪4715人

•起訴惡意欠薪犯罪1140人，支持
農民工提起討薪維權民事訴訟
4.04萬件，追索欠薪15.7億元人
民幣

•支持受家暴婦女提起民事訴訟
361件，辦理公益訴訟1609件

❷懲治網罪電詐
最高法：

•審結電詐案件4萬件8.2萬人，件
數同比增長26.7%

•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對292人
定罪判刑，以侮辱罪、誹謗罪對
91人定罪判刑

最高檢：

•依法懲治電詐犯罪起訴7.8萬人
•起訴利用網絡實施的侵犯公民個
人信息犯罪2458人

❸維護公平正義
最高法：

•發出人身安全保護令6351份，同
比增長11.5%

•依法宣告598名被告人無罪；依
法糾正冤錯案件，再審改判無罪
83件101人

•完善失信懲戒和信用修復機制，
納入失信名單245.7萬人次，
282.1萬人次通過信用修復回歸市
場，失信名單人數十年來首次下
降

最高檢：

•對認為確有錯誤的刑事裁判提出
抗訴6530件，法院審結5601件

•起訴財務造假、內幕交易等證券
類犯罪825人

大公報記者趙一存整理

建大灣區司法法律合作對接平台

北京觀察
馬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