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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兆琨 韩兵
见习记者 高可

在审查起诉阶段开展刑事案
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有何意义？全
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实验中学科研室主任王岚在调研
中了解到的一起案件，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
环卫工人郭某某与王某某发生口
角，使用扫帚击打对方面部。经鉴
定，王某某伤情构成轻伤二级。

“尖山区检察院发现，该案犯
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犯
罪情节轻微，但犯罪嫌疑人郭某某
却不认罪、不认罚。”王岚代表了解
到，郭某某拒不认罪的关键因素是
其家庭经济困难，尤其是案发后工
作也被停止，无其他经济来源，郭
某某担心被害人索要高额赔偿，因
此拒不认罪认罚。

随后，办案检察官通知法律援
助机构为郭某某指派法律援助律
师。经过律师的释法说理，郭某某
最终放下思想包袱，认罪认罚，案
件得以顺利办理。

“在黑龙江，有的地市检察机
关依据法律援助法及试点方案确
定的范围，明确受案即告知可以申

请法律援助，每案同步审查是否有
必要申请法律援助，目前已实现试
点援助案件全覆盖。对此，我感到
非常欣慰。”全国人大代表、龙煤七
台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龙湖煤矿
东 一 采 区 701 采 煤 队 班 长 杨 会 军
说。

类似的案子证明，深化刑事案
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对切实保障被
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
彰显司法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
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除
法定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之外，对

“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且
具有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本人或其共同犯罪嫌疑人拒不认
罪、案情重大复杂、可能造成重大
社会影响情形之一的”，检察院应

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
其提供辩护。

记 者 采 访 了 解 到 ，全 国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均已开展审查起诉阶段刑事案
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自试
点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
件通知辩护数量呈上升趋势，人权
保障程度更为深入、广泛。

“ 自 律 师 辩 护 全 覆 盖 试 点 以
来，各项工作稳妥、有序进行，试点
工作总体运行良好，但依然存在通
知辩护类型需进一步拓展、落实推
进不均衡、律师资源不足、经费保
障不到位等问题，需要中央层面统
筹协调，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动该
项制度常态化。”全国人大代表、山
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
桥派出所副所长、太原市妇联副主
席杨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杨蓉代表看来，“辩护全覆

盖”应当实现每一个刑事案件的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没有聘请律师
进行辩护的情况下，都能够获得由
政府及时指派的律师进行辩护，这
也是“全覆盖”的最终目标。为此，
她建议逐步放开对案件类型、试点
地域、诉讼流程的限制，探索实现
全地域、全范围、全方位辩护覆盖。

如何持续深化刑事案件律师
辩护全覆盖工作？王岚代表建议，
检察机关要与有关部门对试点工
作开展联合调研，全面掌握试点工
作情况，推动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
题和困难。同时，还要加强对试点
工作的指导，鼓励各试点地区逐步
拓展通知辩护案件范围，对于案情
简单、证据充分的案件，探索适当
简化的通知辩护程序。

此外，杨会军代表还较为关注
提升法律援助质效问题。“建议检
察机关进一步推动完善法律援助

律师履职评价机制，通过构建律师
意见反馈机制，主动加强与法律援
助律师的沟通，就案件定性、量刑
建议等问题认真听取律师意见，并
引导积极开展刑事和解、矛盾化解
等工作。”杨会军代表表示。

同样关注这一问题的还有杨
蓉代表。她建议，检察机关要加强
与司法行政部门沟通协商，针对不
同类型案件，指派具备特定执业经
历的律师，提升律师辩护针对性，
让 援 助 辩 护 更 专 业 、更 有 效 。 同
时，还可以从办案过程监督、结果
评价、双向反馈等方面强化对律师
的履职评价，进一步提升法律援助
辩护案件质量。

深入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
全覆盖工作，探索跨地域调配律师
资源制度，协调解决律师经费不足
问题，亦是关键一环。全国人大代
表，云南省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
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建广律师事务
所主任张慧建议，检察机关与司法
行政部门要协同探索法律服务跨
区域流动机制，从经费、机制等层
面鼓励律师到资源严重不足的地
区服务。推动构建律师资源动态
调配机制，采取对口支援等方式提
高法律援助服务能力。深入挖掘
刑事法律援助人员潜力，进一步充
实队伍力量。建议检察机关与司
法行政部门协同争取党委政府支
持，协调解决法律援助经费问题。

（本报北京3月5日电）

王岚、杨会军、杨蓉、张慧代表：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彰显司法文明的高度
本报北京 3月 5日

电（记者刘亚） “电影
《第二十条》上映后，我就
迫不及待去电影院观看，
影片人物和故事非常好，
让人感同身受。”全国政
协委员、演员张凯丽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前有做最高检特
约监督员的经历，参加过
一些检察机关组织的活

动，因此一直很关注检察工作和检察题材影视作品，
比如电视剧《公诉》和电影《第二十条》。”张凯丽委员
说，通过观影，她认为《第二十条》塑造了真实、有血
有肉的检察官形象，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好电影。这部
电影不仅有曲折动人的情节，让人感同身受，也有严
肃的法律知识，向观众解释了什么是正当防卫，更让
人记住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一金句。

张凯丽委员表示，希望检察机关继续充分发
挥检察监督职能，让老百姓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创作优秀的检察题材影视剧，
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是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
重视的方法路径。”她同时提出期许：期待有更多
更好的检察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

张凯丽委员：

《第二十条》的人物和故事让人感同身受

□本报记者 史兆琨 王浩淼
见习记者 高可

人行道上的盲道、地铁站和火
车站的无障碍电梯、商场里的无障
碍卫生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无障碍设施。顾名思义，无障
碍设施能够让通行无障碍，生活更便
利。它既服务于残疾人、老年人等群
体，也服务于病人、孕妇等行动不便
者，以及情境性障碍人群，如临时伤
残者、携带大件行李者等。

2023 年 6 月 28 日，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无
障碍环境建设法，这是我国首次就
无障碍环境建设制定专门性法律。

这部法律共 8 章 72 条，从 2023 年 9
月 1日起施行。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涵盖无障
碍设施建设、无障碍信息交流、无障
碍社会服务、保障措施等方面，有利
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无障碍环境建
设。”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唐山市工
人医院心内三科主任张琦评价道。

在吉林省著名的景点长白山景
区，每天游人如织，其中不乏行动不
便者。吉林省白河林区检察院在履
职时发现，群众对无障碍设施的需求
不断增长，相关建设亟待完善。为
此，白河林区检察院依法履职，通过
与相关行政机关座谈督促其整改。
目前，长白山北景区已广泛设置了无

障碍标识，同时还增设了视听太空
舱，残疾人及老年人可以在管理人员
的帮助下接受有声阅读服务。

“这是检察机关为民司法、高质
效履职的生动写照。”全国人大代
表、吉林省辽源市水务集团供排水
维护服务公司排水维护队队长白玉
晶关注到，近年来，吉林省检察机关
通过普法宣传、公益诉讼等有效手
段，凝聚多部门合力，在推进和完善
无 障 碍 环 境 建 设 方 面 做 了 大 量 工
作，唤起了不少人士对无障碍环境
建设的关注、对特殊群体的关爱。

“无障碍设施让残疾人、老年人
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
生活，也在重新定义他们的生活方

式。”全国人大代表、中油吉林化建工
程有限公司电焊班班长白景阳注意
到，部分无障碍设施在设计、建造、管
理、监督等方面存在问题，一些无障
碍设施不但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
至还造成了安全隐患。

“无障碍设施建设不能仅满足
于‘建成’，更应该建好。建议相关
部门在建设无障碍设施时，全面调
研考察，邀请专业人士进行座谈，并
请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亲自试用
后提出意见，使无障碍设施更加贴
合实际需要。”全国人大代表，河北
省 唐 山 市 民 政 事 业 中 心 党 支 部 书
记、主任，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院长杨
震生认为，无障碍环境建设应该严

格按照相关标准与规范实施，让使
用它的人真正获益。

记者了解到，过去一年，最高检
不断深化特定群体权益保护，在保持
无障碍环境建设领域的办案力度同
时，围绕消除群众用餐、看病、打车、
交费等领域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
强化信息无障碍法律监督。2023年，
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无障碍环
境建设领域公益诉讼案件1900余件。

在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梨树
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韩凤香看来，无障碍设施在建好
之后，不能“晒太阳”，而是要物尽其
用。“以盲道为例，有的盲道设计得
歪歪扭扭，还存在垃圾桶、车辆占道
等情况，十分危险。希望检察机关
能对这一问题加以关注，如果发现
无障碍设施存在缺失、破损、不标准
等问题，要及时督促整改。”韩凤香
代表表示。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我们将
会持续关注无障碍设施，和相关部
门一起加快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补齐短板和弱项，让特殊群体生活
得更舒心、更安心、更放心。”最高检
第八检察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北京3月5日电）

张琦、白玉晶、白景阳、杨震生、韩凤香代表：

无障碍环境建设不能止步于“建成”

本报北京 3月 5日
电（记者刘亚） “在迈向
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是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推动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
措，应进一步完善人才培
养机制，拓宽涉外法治人
才‘朋友圈’。”全国政协
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
所主任彭静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彭静委员表示，当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队伍

存在一定程度的规模较小、能力偏弱、话语权缺
失、支撑政策不足等问题，与日益增长的涉外法律
服务需求“不适应”，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还
存在“不兼容”的问题。

如何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彭静委员提出
三点建议——

一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多途径打造高素质、
专业化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如加强涉外法治人
才的“项目制”培养，由教育、财政、人社、商务、外
事、国资委、贸促会等部门组成专门的涉外法律服
务工作协调机制，分国别、分领域、分类型升级多
层次涉外法治人才库，改善法律服务人才短缺问
题。

二是主动对接国际组织、区域组织需求，探索
建立将律师等优秀法治人才向各类国际组织定向
输送的机制，推荐优秀涉外法治人才到国际组织、
国际司法仲裁调解机构任职，加快推动涉外法治
队伍的“集聚成势”。

三是依托行业协会组织，多举措提升涉外法治
人才队伍能力素养。通过加强平台整合，发挥中国
法学会、全国律师协会等行业组织的人才队伍建设
服务功能，充分挖掘具备提供涉外服务能力的律师
等法治人才，努力组建涉外法治服务智囊团、专家
库并发挥其作用，拓宽涉外法治人才的“朋友圈”。

彭静委员：

拓宽涉外法治人才的“朋友圈”

本报北京 3月 5日
电（记者谷芳卿） “律师
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一
支重要力量，在参与矛盾
纠纷化解过程中要积极
发挥专业优势，运用专业
知识为矛盾纠纷化解贡
献力量。”全国人大代表、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监
督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兼西

安分所主任方燕向记者表示，近年来，最高检、司法部
在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完善值班律师制度、保
障律师执业权利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 6年来向全国人大提
交了 40项议案、193件建议，用“爱心”与“使命”践
行法治的追梦人——2023 年 12 月，方燕代表当选
2023 年度法治人物。她告诉记者，她和很多律师
同仁都积极参与到检察院、法院和政府的信访工作
中，“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工作者，参与矛
盾纠纷化解时能够充分运用自身的法律专业知识
和丰富的执业经验，以客观中立立场给老百姓提出
最优法律建议，有利于矛盾纠纷化解。”

“未来可以探索建立以律协和律所为主体的
调解工作室，让更多社会机构积极参与到调解工作
中。”方燕代表建议。

方燕代表：

发挥律师专业优势化解群众矛盾纠纷

吴
英
代
表

郅
慧
代
表

□本报记者 白鸥 沈静芳 刘立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
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
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3月5日，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全
国人大代表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持
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
一要求，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能源集团煤
焦化公司西来峰焦化厂炼焦二车间
党支部副书记吴英一直关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的相关问题，她告诉记
者，自己所生活的乌海市是黄河流经
内蒙古的第一站。“黄河属于资源型
缺水河流，流域多处于半干旱气候
带，水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乌海市地
处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和毛乌
素沙地交汇处，是全国荒漠化较为严
重的地区之一，缺水已成为制约产业
转型和生态治理的最大瓶颈。”

近几年，吴英代表多次走进黄河
沿岸的工厂进行调研，连续两年提出

与黄河水利用有关的建议。今年两
会上，她针对强化黄河流域上中游
缺 水 地 区 水 资 源 保 障 能 力 提 出 建
议：加快推动建设水权交易全国统
一大市场，打破水资源要素的地域
和市场分割，促进水资源形成大市
场流通。优化黄河流域水资源配置
格局，保障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加快推进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建
设，满足黄河上中游 6省（区）和邻近
地区的用水需求，促进黄河的治理开
发，保障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愿依

偎在母亲河身边的城市不再喊渴。”
这是吴英代表对家乡殷殷的期待。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路郑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北站调度车间
党总支书记郅慧告诉记者，她对去
年 4 月受邀参加首届服务保障黄河
国 家 战 略 检 察 论 坛 的 情 景 历 历 在
目。“会上，我了解到，最高检部署检
察机关服务保障黄河生态保护治理
攻坚战，并联合水利部启动黄河流
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一系列举
措体现了检察机关的法治担当。”

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郅
慧代表与河南省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
分院保持着常态化联系。“我多次参加
检察机关组织的公开听证、公益诉讼

‘回头看’等活动，见证了母亲河的
‘颜值’越来越高。”郅慧代表表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
大国家战略，希望检察机关积极履
行法律监督职能，严厉打击非法采砂
采矿等危害河道安全犯罪，与相关部
门加强协作，广泛凝聚工作合力，为守
护黄河岁岁安澜贡献检察智慧和检察

力量。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河

南中医药大学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司
富春的建议也和黄河保护有关。围
绕加快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落实，司富春代表经
过深入调研，提出了具体建议。

“近两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环境综合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生态环境持续明显向好，但危害河
道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等违法犯罪
时有发生。”司富春代表建议检察机
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立足办案，针
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存在
的突出问题，制发检察建议，持续推
动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惩治各
类破坏黄河流域环境资源犯罪，助
推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老大难”问题；深化上
下一体、协作高效的一体化办案机
制，打造“刑事打击+公益诉讼+警
示教育+生态修复”的办案模式。

“检察机关还要加大对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的法治宣传力度，积极运用
微信、微博、视频号等新载体，开展普
法宣传，提高群众对公益诉讼检察工
作的知晓度，鼓励群众积极提供涉及
黄河流域保护的公益诉讼线索，形成
政府主导、社会关心、人民关注的黄
河保护大格局。”司富春代表说。

（本报北京3月5日电）

吴英、郅慧、司富春代表：

以法治之力守护黄河岁岁安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