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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成立致贺信 □习近平同马尔代夫总统萨利赫就中马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均据新华社）

本报北京 10月 14日电（记
者徐日丹） “会商就是‘会诊’！
通过分析研判核心业务数据升、
降的内在原因，对检察工作进行
一次全面‘体检’，考察、检验检
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是否把习
近平法治思想、以人民为中心落
实到位！”党的二十大召开在即，
随 着 各 项 检 察 工 作 扎 实 推 进 ，

“2022 年 1 月至 9 月全国检察业
务数据分析报告”新鲜出炉。10
月 13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 记 、检 察 长 张 军 主 持 召 开 会
议，就 2022 年前三季度检察业
务数据开展分析研判会商。

“2022 年 1 月至 9 月，全国检
察机关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
政策，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办案
质量持续向好。”

“随着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
公室的全覆盖，检察机关与公安机
关在监督中配合，在配合中制约，

立案监督工作质效进一步提升，监
督立案率、撤案率大幅提升。”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全
面 推 开 以 来 ，适 用 主 体 更 加 多
元，案件类型不断丰富，作为企
业刑事犯罪诉源治理的重要抓
手，改革的制度价值与办案的社
会效果进一步彰显。”

“刑事执行监督工作力度加
大，监督意见采纳率呈上升趋势。”

“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审结
率、抗诉改变率均提升；民事审判、
执行活动监督办案规模扩大，检察
建议提出数和采纳率上升明显。”

“行政检察办案规模进一步
扩大，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数量大
幅上升，检察建议提出数和采纳
率双提升。”

“公益诉讼办案数量明显上
升，提起诉讼后法院支持率保持
高位；新增法定领域办案数量大
幅上升。”

“信访总量、重复信访量双

下降，检察长接待群众来访同比
增长 1.4 个百分点，‘头雁’效应
日益凸显。”

……
会上，最高检有关业务部门

负责人介绍了今年 1 月至 9 月主
要检察业务数据的明显变化。大
家一致认为，今年前三季度，检
察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
引，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
作的意见》，抓实检察工作“质量
建设年”各项部署，少捕慎诉慎
押刑事司法政策和能动检察理
念在检察履职办案中得到更好
的贯彻落实，有力推动了“四大
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在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
司法政策的同时，要进一步强化
做实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工作，
准确判断逮捕必要性，区分情形
依法当宽则宽、该严则严”“部分
地区监管场所提请‘减假暂’数

量下降，抵制‘乱作为’的同时，
要谨防‘不作为’苗头问题”“虚
假诉讼办理数量同比下降，要持
续强化民事虚假诉讼查办工作，
注重加强线索双向移送，突出检
察一体化办案效果”“要积极稳
妥探索拓展新领域案件线索来
源渠道，对新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线 索 的 真 实 性 、可 查 性 进 行 评
估 ，推 动 不 断 完 善 国 家 治 理 体
系，确保公益诉讼工作规范有序
开展”“‘四大检察’必须同向发
力，积极融合‘六大保护’，全面
助 力 未 成 年 人 保 护 提 质 增
效”……针对检察业务数据暴露
出的履职短板，最高检院领导、
检委会专职委员会同各业务厅
负 责 人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共 商 深
化、改进工作举措。

“办案指标越是持续向好，越
要加强督导管理！”张军强调，各
级检察院党组对业务数据分析研
判要务实而不能务虚，防止片面

追求指标排名、盲目攀比，必须拧
紧质量评价“螺丝帽”，坚持监督
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更
好地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引领、
督促办案人员严把案件质量关，
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党的二十大将于 10 月 16 日
召开，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检察机关如何在习
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以业务数
据反映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为“风向标”，通过
持续向好的业务数据直观展现

“四大检察”履职成效、引领社会
法治风尚，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案件监督办理中切实感受到公
平正义；同时对业务数据暴露出
来的工作短板、弱项进行精准把
脉，科学提出对策，推动检察工
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张军提出
具体要求——

（下转第三版）

最高检进行2022年前三季度检察业务数据分析研判会商 张军强调

在检察监督办案中把以人民为中心做实

□本报记者 张宇虹 窦晓峰
通讯员 董宇丹

“五年前，党的十九大代表
吴凤杰回检察院宣讲会议精神
的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没想
到有一天接力棒交到自己的手
中。我将不负使命，认真履行党
代表的职责，做检察工作的深耕
者和司法温度的传递者！”

从 检 15 年 ，党 的 二 十 大 代
表、辽宁省丹东市检察院第一检
察部主任苏凤琴默默耕耘，一路
成长——从检第 3 年，她参与主
办了轰动国内外的足坛“黑哨”
系列案；第 6 年，获评“全国优秀

公诉人”；第 11 年，获评“全国模
范检察官”；第 13 年，获评“全国
先进工作者”；第 14 年，带领办
案团队获评“全国维护妇女儿童
权益先进集体”；第 15 年，当选
党的二十大代表……

做刑事检察的深耕者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再难
的案子，只要沉下心来研究，总
能找到突破口。”苏凤琴向记者
介绍，在办理一起涉案金额高达
5亿元且“零口供”的职务犯罪案
件时，她理顺取证思路、提出审
查意见、闭合证据链条，最终凭

借扎实的证据，准确认定所有犯
罪事实。

同事们总说苏凤琴“厉害”，
对法条信手拈来，对案件过目不
忘，但看似的“轻而易举”都是她
在日常工作中把法律法规、总结
的办案经验变成“肌肉记忆”的
结果。

在办理刘某非法经营上诉
案时，苏凤琴发现原审法院据以
认定其立功情节的证据存在矛
盾点。“会不会是背后存在‘司法
推手’帮助刘某脱责？”对此，她
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经调阅
全部卷宗，苏凤琴梳理出七方面
的疑点。 （下转第三版）

苏凤琴：星光不负赶路人 二十大代表风采

本报讯（记者徐日丹 见习
记者刘亭亭） 近日，最高人民
检察院印发了新修订的《检察官
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下称《条
例》）。《条例》共 8 部分 59 条内
容，是检察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的意见》，提升检察官队伍素质
能力，促进新时代检察官教育培
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规范
性文件。

《条例》指出，检察官教育培
训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贯

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主线，
以提升法律监督能力为核心，以
提 升 检 察 官 政 治 素 质 、业 务 素
质、职业道德素质为重点，全面
推 进 检 察 官 队 伍 革 命 化 、正 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条例》要求，检察官教育培
训工作由最高检统一管理，省级
检察院统筹负责，各级检察院按
管理权限分级实施。下级院应
当定期向上级院报告教育培训
工作情况。《条例》明确了检察官
教育培训工作党组主责、政治部
门主管、业务部门主导、国家检察
官学院及分院承办的职责分工。

《条例》对教育培训分类及
内容进行了明确。其中，检察官
政治轮训实行分级分层组织，突
出政治建设融入业务培训。初
任检察官统一职前培训，时间为
一年，集中教学时间不少于一个
月。初任检察长、副检察长、检
委会专职委员任职培训，应当在
任职前或任职后 1 年内完成培
训，时间不少于 15 天。晋升高
级检察官培训应当在晋高 1 年
内完成培训，时间累计不少于 30
天或 230 学时。检察官在职期
间的岗位培训，每年累计不少于
12天或 90学时。

《条例》指出，检察官教育培
训以脱产培训、自学、检察委员
会和检察官联席会议学习、岗位
练兵等方式进行。推行线上线
下融合、线上咨询答疑、远程案
例研讨和会诊等各类教育培训
形式。推进跨地区、跨部门共同
开展法律职业共同体人员或相
关行政部门人员同堂培训。深
化检察机关与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等交流合作。

《条例》 强调，检察官参训
情 况 和 考 核 结 果 作 为 年 度 考
核、考察、任职、晋升的重要
依据之一。检察官未按规定参

加 培 训 或 未 通 过 培 训 考 核 的 ，
检察官年度考核不得评定为优
秀等次。要健全检察官教育培
训登记管理制度、教育培训主
管部门跟班管理制度、检察官
教育培训质量评估制度等，加
强对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的监
督检查。

《条例》还对教育培训组织管
理，教育培训机构以
及教育培训师资、
课程、教材、经费等
提出明确要求。

（《条例》解读
见第三版）

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主线 以提升法律监督能力为核心

最高检印发新修订的《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条例》

《条例》全文

□新华社记者

人类的梦想有多么伟大，历史的进程
就有多么壮阔。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
的初心和使命。在这场百年奋进的接力
前行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亿万中华儿女书写
下恢宏史诗——

新时代的 10 年，中华大地上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
现，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迈向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

新时代的 10 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
历史进程，中国为推动人类和平发展事业
作出重大贡献。

今日之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
程远大。

“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
有力”

——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
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管党
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

2022 年 2 月 6 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习近平总书记同到访的阿根廷总统会见。

会见结束，陪同的阿根廷驻华大使牛
望道上前一步，用中文一字一顿对习近平
总书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在新时代
又有了新的扩展：“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加

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也是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的坚强政治保证。

2022 年 1 月 6 日，中南海怀仁堂，一个
重要会议开了整整一天。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
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
告。

自 2015 年起，这样的会议，每年年初都要进行。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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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
16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本报北京 10月 14日电（记
者闫 晶 晶 见习记者谷 芳 卿）
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
举办“健康向未来，奋进新征程”
运动与健康专题知识讲座。最
高检检委会专职委员、二级大检
察官张志杰出席。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
究所研究员闫琪博士为参加讲
座的 80 余名干部职工授课，并
就大家关心的运动健康问题答
疑解惑。

一直以来，最高检党组高度
重视机关干部职工身心健康，大

力支持开展文体活动。“希望各
位干部职工树立健康生活理念，
拥抱健康、快乐工作，以饱满的
政治热情、积极的精神状态、扎
实的工作业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机关党委负责人表
示，机关党委将丰富健身活动场

所设施，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
动，举办有针对性的健康讲座，
满足广大干部职工健康需求。

“ 健 康 的 秘 诀 在 于 科 学 运
动。闫琪博士根据自己丰富的
训练经验，通过现场演示讲解，
帮助我们了解运动基本知识，内

容专业，实用性强，对于我们树
立科学的运动理念和方法、提高
健康素养很有益处。”参加讲座
的 干 部 职 工 表 示 ，讲 座 内 容 丰
富、形式新颖，不仅有图片、短视
频讲解，还可以现场与授课老师
进行互动交流，受益颇多。

最高检举办运动与健康专题知识讲座
引导干部职工以更好的身心状态投入检察履职

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

十年砥砺奋进 绘写壮美画卷
——写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 扫码读全文

□本报记者 戴佳

数据概述

2019 年至 2021 年，全国检察机
关在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同

时，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从 2019 年的 49.3%提高到 2021
年的 89.4%，增加了 40.1 个百分点，今年 1 月至 9 月提升至 90.5%。与此
同时，刑事案件不捕率、不诉率逐年上升，2021 年不捕率、不诉率分别
为 31.2%、16.6%，较 2018 年分别增加 9.1个、8.9个百分点。

数据分析

司法人员能动司法意识更强

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
一项重大改革部署。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检察长王勇认为，从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六次
会议，亲自审议通过试点方案；到 201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刑事诉
讼法，固定、发展试点成果；再到 2021 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把

“坚持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推进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作为
研究推进的重大问题和改革举措，这一过程促使上述刑事诉讼数据出现
根本性变化，更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进，不捕率、不诉率的逐年上升，意
味着司法理念在发生着变化，司法人员能动司法的意识更强，刑事诉
讼不再是简单的‘治罪’，更多的是‘治理’，通过保障人权、化解矛盾等
不断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王勇表示。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指出，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赔偿损失、赔
礼道歉和被害人一方的谅解，既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题中应有之
义，也是少捕慎诉慎押的前提基础。不捕率、不诉率的逐年上升反映
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到较好落实。 （下转第三版）

今年1月至9月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适用率达90.5%

苏凤琴（左）进社区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