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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1：扫黑除恶
—— 审 结 涉 黑 涉 恶 犯 罪 案 件

3409 件 18360 人 ，巩 固 整 治“ 村 霸 ”

“沙霸”等成果

最高法报告提出，常态化开展扫黑

除恶斗争。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3409

件18360人。执行到位财产刑及追缴、没

收违法所得405.7亿元，坚决摧毁黑恶势

力经济基础。巩固整治“村霸”“沙霸”

“菜霸”等成果。

最高检报告提出，与 2020 年相比，

起诉涉黑涉恶犯罪下降70.5%。针对陶

革涉黑案，报告提到，辽宁检察机关对原

判提出抗诉、新罪提起公诉，并对 12 名

涉嫌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侦查、检察、

审判人员立案查办。

全国人大代表、邢台学院教授陈凤

珍说，要进一步健全常态化扫黑除恶机

制，坚持打早打小，促进常治长效，对黑

恶势力的“保护伞”“关系网”一追到底，

促进社会基层治理。

看点2：反腐
——实际追缴职务犯罪赃款赃物

到位 596.6 亿元，对王富玉、王立科等

23 名原省部级干部提起公诉

最高法报告提出，审结贪污贿赂、渎

职等案件2.3万件2.7万人，秦光荣、王富

玉等 14 名原中管干部受到审判。加大

职务犯罪赃款赃物追缴力度，实际追缴

到位 596.6 亿元。首次适用刑事缺席审

判程序审理程三昌案，裁定没收外逃人

员徐进、张正欣境内外巨额违法所得。

最高检报告提出，受理各级监委移送

职务犯罪20754人，已起诉16693人。与

国家监委等共同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起

诉受贿犯罪 9083 人、行贿犯罪 2689 人。

对王富玉、王立科等23名原省部级干部

提起公诉。对17名逃匿、死亡贪污贿赂

犯罪嫌疑人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巩富文说，必须坚持受贿、行贿一

起查。在审理贪腐犯罪案件过程中，针对

社会治理和行业监管方面的普遍性、深层

次问题，要提出司法建议，建立健全常态

化监督机制，实现腐败问题标本兼治。

看点3：保护个人信息
——让公众不再为自己的“脸面”

担忧，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自诉

转公诉

最高法报告提出，严惩窃取倒卖身份

证、通讯录、快递单、微信账号、患者信息等

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审结相关案

件4098件。出台人脸识别司法解释，制止

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行为，让公众不再为自

己的“脸面”担忧。审理人脸识别第一案。

最高检报告提出，继取快递女子被造

谣出轨案自诉转公诉，接续发布公民人格

权保护指导性案例，从严追诉网络诽谤、侮

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危害社会秩

序、侵犯公民权利犯罪，起诉3436人。办

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2000余件。

全国人大代表、成都经典汇文化科

技有限公司艺委会办公室主任徐萍表

示，两高报告回应网络时代公众对个人

信息保护的更高诉求，依法从严惩治网

络暴力犯罪，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当前，个人信息保护面临诸多新问题、新

挑战，相关部门应加强协作，形成治理合

力，坚决为个人信息扣牢“法治安全锁”。

看点4：保护未成年人
——让“依法带娃”成为家长必修

课，追诉性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6.1万人

最高法报告提出：全国法院设立

2181 个少年法庭。落实家庭教育促进

法，对虐待儿童的剥夺监护权，让“依法

带娃”成为家长必修课。

最高检报告提出，针对严重监护失职，

发出督促监护令1.9万份。通过强制报告

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1657件。从严追诉

性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6.1万人。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女法律工作

者协会会长方燕建议，强化学校、家长、

群团组织与司法部门的协同支持体系，

及时发现并坚决打击侵害青少年身心安

全的新型犯罪，织密未成年人的社会“保

护网”。

看点5：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严惩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追

诉拐卖人口犯罪将继续从严

最高法报告提出，严惩性侵、拐卖妇

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

强化对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司法保障。

最高检报告提出，配合公安机关持

续开展“打拐”“团圆”行动，严惩拐卖人

口犯罪，深挖历史积案。追诉拐卖人口

犯罪将继续从严。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华炬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会议主任刘正说，报告明确传

递出打拐的决心与力度，对收买、不解

救、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坚决

依法追诉、从严惩治。今后要加强基层

综合社会治理，进一步压缩犯罪空间。

看点6：公正司法
——全面排查“减假暂”案件，“张

玉环案”“张志超案”等错误关押案直

接督办

最高法报告提出，全面排查1990年

以来“减假暂”案件1334.5万件，对有问

题或瑕疵的5.9万件督促逐一整改，会同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出台减刑假释案件实

质化审理意见，决不允许“纸面服刑”“提

钱出狱”破坏公平正义。

最高检报告提出，全面排查1990年

以来办理的 1100 万件减刑、假释、暂予

监外执行案件，监督纠正3万件，查处徇

私舞弊“减假暂”犯罪 242 人。此外，对

2018年以来改判纠正的246件刑事错案

启动追责，“张玉环案”“张志超案”等错

误关押十年以上的22件直接督办，从严

追责问责511名检察人员。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

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杨蓉表示，排查“减

假暂”、从严整治“纸面服刑”等举措，直

面司法系统的违法腐败行为与制度漏

洞，出台的一系列相关举措，对于坚守司

法公正底线具有重大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记者 舒
静 刘奕湛 吴文诩 宋佳 罗沙 孙亮全）

凸显依法治国的决心与力度
——从数据和关键词看“两高”报告

8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审议。

“两高”报告凸显依法治国的决心与力度。点名落马腐败分子，提及引发社会关注的
案件。常态化扫黑除恶、高压反腐、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等法治重
点，与群众关切高度契合。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602件，审
结28720件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
受理案件3351.6万件，审结、执结3010.4万
件，结案标的额8.3万亿元

●全国共有33.2万名人民陪审员，参审
案件237.3万件

●会同全国妇联推动人身安全保护令
落地见效，发出保护令3356份，全面加强妇
女儿童权益保护

●全国法院2021年在线调解纠纷突破
1000万件。6.3万个调解组织和26万名调解员
进驻调解平台。739个法院推出24小时诉讼服务

●全国法院在线立案1143.9万件，在线
开庭127.5万场

●审结涉及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消费、社
会保障等案件154万件，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

●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案件363.7
万件，同比上升20.9%

●2000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拐
卖妇女儿童犯罪从14458人降至1135人

●起诉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
罪4.3万人

●持续加大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力
度，起诉1.4万人

●起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等
犯罪1.1万人。办理食药安全领域公益诉讼
3万件

●起诉危害国防利益、侵犯军人军属合
法权益犯罪545人。办理英烈权益保护领域
民事公益诉讼46件

●全面排查1990年以来办理的1100万
件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监督纠正
3万件，查处徇私舞弊“减假暂”犯罪242人

支持向滥诉者索赔合理开

支，对恶意诉讼阻碍创新行为

说‘不’

让侮辱烈士的人受到制裁，

让戍边英雄的丰碑永远高高耸立

决不向耍横霸道者让步，

决不迁就纵容恶习陋俗，让广

大群众知道法治社会提倡什

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说实话、办实事，脊梁不

弯、正义不低头

对收买、不解救、阻碍解救

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坚决依法

追诉、从严惩治

是非曲直大家听，‘法结’

‘心结’一起解

从严追诉洗钱犯罪，让上

游‘罪’与‘赃’无处遁形

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以

司法保护融入家庭、学校、社

会、网络和政府保护，形成合

力，让‘1+5>6=实’

司法办案既要抓末端、治

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张军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周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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