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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9 日电（记者 崔 晓 丽
刘立新） “疑难复杂信访案件不仅涉及复
杂的法律关系，也包括了社会事理人情。
领导干部包案办理信访案件体现了检察
机关化解老百姓‘法结’‘心结’的决心，彰
显为民情怀。”全国人大代表、赊店老酒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王贤对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领导干部包案办理信
访案件的内容印象深刻。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到，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扎实推进检察信访工
作法治化。部署信访矛盾源头治理三年攻
坚行动，各级检察院领导干部包案办理信
访案件 4.6 万件；排查交办 1062 件重复信
访积案，已办结 1024 件。

王贤代表注意到，河南省检察机关在

开展领导干部包案办理信访案件中，包案
的领导干部认真核实有关证据，全面了解
信访人诉求，针对案件化解难点，组织检察
机关各业务部门之间、上下级检察机关之
间、检察机关与党委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
之间进行研讨，协作配合、共同推进，并采
用公开听证、救助帮扶等多种方式，全力开
展释法说理、化解矛盾工作。

“领导干部带头包案办理信访案件既
能增强群众信任感，又能高效化解信访矛
盾，还能发挥头雁效应，具有明显的示范带
动作用。”王贤代表建议，检察机关要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继续加大重复
信访积案攻坚化解力度，强化诉源治理，依
法能动履职，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把问题解决在当地。

王贤代表：

领导干部包案办理信访案件化解“法结”“心结”

本报北京 3 月 9 日电（记者谷 芳 卿）
药品说明书看不懂、看不清怎么办？最高
检针对药品说明书“字小如蚁”影响用药
安全，指导江苏、上海等地检察机关以公
益 诉 讼 推 动 大 字 版 、简 化 版 等 适 老 化 改
造 —— 最 高 检 工 作 报 告 中 提 到 的“适老
化改造”问题，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新疆
能源科技创新研发中心（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业务主管玉麦尔江·库尔班的兴趣。

今年 2 月，最高检发布“高质效办好每
一个公益诉讼案件，更高水平守护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典型案例，第一个案例就是

“最高人民检察院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无障
碍改造公益诉讼专案”。2023 年 5 月，部分
全国人大代表根据履职调研情况，向最高
检提出针对药品说明书问题开展检察公

益诉讼的建议。最高检采纳代表建议，决
定直接立案办理，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办
案优势，同步指导江苏、上海、广东、湖南
等地检察机关推进专案办理。

“针对人民群众普遍反映药品说明书
看不清、看不懂，相关法律缺乏明确规定
和具体标准的治理难题，最高检开展检察
公益诉讼，值得称赞。”玉麦尔江·库尔班
代表表示，药品说明书字号过小，阅读很
不方便，可能造成老年人、视障残疾人等
特殊群体用药安全隐患。检察机关依法能
动履职，推动加快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无障
碍改造进程，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希望检察机关坚持依法保障老年人合
法权益，与相关部门协作，为老年人营造舒适便
捷的生活环境。”玉麦尔江·库尔班代表建议。

玉麦尔江·库尔班代表：

保障老年人等特定群体用药安全

本报北京 3月 9日电（记者单鸽 闫晶
晶）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到，与全国妇联
开展专项工作，对遭受犯罪侵害或民事侵
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面临
急迫困难的2.3万名妇女予以司法救助。

这项温暖困境中的“她”的工作，让全国
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
自治县察布查尔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孔菲菲
一下子想到了此前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检
察院办理的一起司法救助案件。

陈某和叶某因钟某的过失，在车祸中死
亡。因陈某和叶某的近亲属在他省，察布查尔
锡伯自治县检察院启动了异地办案协作机
制。详细调查后，检察机关认为，陈某和叶某

的妻子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于是对两个家庭
开展司法救助，并启动多元救助帮扶机制。

2023年，针对一些妇女及其家庭生活因
案陷入困境的情况，检察机关在2022年与妇
联组织共同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
项司法救助”专项活动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专
项活动深入开展，对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的农
村妇女等“5+2”类困难妇女进行重点救助。

“检察机关做得真好，我很受感动！”孔
菲菲代表说，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检察机
关为困境中的妇女撑起了“暖心伞”，这样的
故事让人觉得很温暖。希望检察机关持续深
入开展对困境妇女的救助活动，帮助她们尽
快摆脱困境。

孔菲菲代表：

司法救助困难妇女彰显检察温情 本报北京 3 月 9 日电（记者谷 芳 卿）
“英烈不容亵渎。”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墨玉县托胡拉乡布古其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阿卜迪麦麦提·奥
布力告诉记者，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到 2023
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英烈权益保护领域
公益诉讼 875 件”，让他立刻想起了新疆检
察机关曾办理的旅游博主亵渎英烈案。

2021 年 7 月，网友曝光某知名旅游博
主在卫国戍边英雄墓碑旁嬉笑摆拍、踩踏
烈士墓的行为，并通过微博向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检察院官方微博“＠新疆检察”反
映。新疆三级检察机关快速反应，线上联
动回应、线下协调处置，对该旅游博主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英烈以身报国，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

重。“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积极保
护英烈的名誉权、荣誉权，对维护社会公
共利益发挥了积极且重要的作用。”阿卜
迪麦麦提·奥布力代表告诉记者，网络上
一度出现肆意调侃、诋毁和侮辱英烈的文
章或言论，这是对历史的亵渎，也伤害了
大家的感情。“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要
求当事人赔礼道歉，不仅保护了英烈的名
誉，对社会大众也有教育和警示意义。”他
表示，加强对英雄烈士名誉的保护，不仅
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更有利于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英烈保护是全社会的责任，检察机
关要协同其他职能部门积极履行职责，共
同维护公共利益。”阿卜迪麦麦提·奥布力
代表建议。

阿卜迪麦麦提·奥布力代表：

营造尊重英烈的浓厚氛围

本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常璐倩 郭树
合） “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是社会的共同
责任。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支持起诉职能，既
有力保障了特殊群体合法权益，又彰显了
司法人文关怀。”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莒
县城阳街道岳家村社区党委书记许传江对
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工作印象深刻。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对权益受损但
因经济困难或法律知识欠缺、无力起诉的
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等，支持提起民事
诉讼 7.7 万件，同比上升 16.8%，保障公民
依法享有诉权、有效行使诉权。记者了解
到，过去一年，各级检察机关积极参加根治

欠薪专项行动，保障被拖欠农民工工资优
先、及时、足额支付；稳妥拓展民事支持起
诉案件领域，将支持起诉的范围由劳动者
维权向未成年人保护、老年人诉请支付赡
养费、受家暴妇女维权等更多领域拓展。此
外，积极探索民事支持起诉跨区域、跨部门
协作机制，进一步做实做优支持起诉工作。

许传江代表建议，检察机关应采用多
种形式宣传、解读有关特殊群体权益保障
的法律法规，加大对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职
能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知晓度和社会影
响力，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了解支持起诉
制度，畅通特殊群体依法维权“绿色通道”。

许传江代表：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职能

本报北京 3 月 9 日电（记者闫 晶 晶
通讯员迪娜·叶尔肯别克） 3 月 5 日，“温
暖雪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专用接待窗口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检察院揭
牌。接待窗口的成立，拓展了妇女儿童维
权渠道，为妇女儿童维权架起了一座“绿
色暖心桥”。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检察机关深化
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重点监督就业歧
视、贬损妇女人格等违法行为，去年办理
相关公益诉讼 1490 件。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新疆检察机关深入贯彻妇女权益保障
法等法律法规，深化与妇联组织等相关部
门的合作，加强妇女权益保障执法司法衔

接配合，在审查涉及妇女权益保障的案件
时，同步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惩治违
法犯罪，保护广大妇女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
勒泰地区文博院馆员卓娅·巴合提说，检
察 机 关 为 保 障 妇 女 权 益 提 起 公 益 诉 讼 ，
不仅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效化解矛
盾，还利用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在全
社会宣传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知识，弘扬
保 障 妇 女 权 益 的 法 治 精 神 和 法 治 文 化 。
卓娅·巴合提代表希望检察机关能一如既
往地推动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
等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以法治之力筑牢妇
女权益保护屏障。

卓娅·巴合提代表：

以法治之力筑牢妇女权益保护屏障
本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白鸥 沈静

芳） “我比较关注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到的
检察机关专项监督外来物种治理相关内容。”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
长陈爱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最高检指导河北、
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检察机关专项监督
外来物种治理、荒漠化防治、黑土地保护。

陈爱雪代表说，她在与内蒙古自治区检
察机关检察人员交流过程中了解到，近年来，
一种名为刺萼龙葵（黄花刺茄）的外来物种开
始出现在兴安盟、通辽、赤峰等地。刺萼龙葵
生长能力强，会抑制其他植物生长，破坏草原
植被，严重威胁区域生物多样性。“根据《外来
入侵物种管理办法》相关条款，任何单位和个

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
来物种。外来物种入侵不仅会影响生态环境，
同时也会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陈爱
雪代表说道。

为有效遏制刺萼龙葵蔓延态势，内蒙古自
治区检察机关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作，以检
察建议的形式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履职尽责，办
理了一批刺萼龙葵入侵破坏生物多样性公益
诉讼案件，为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保驾护航。

陈爱雪代表希望检察机关进一步深化
跨区域协作，凝聚多方共识，依法能动履职，
以高质效检察公益诉讼办案深入推进生物
多样性保护，实现外来入侵物种防治的系统
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让我们的土地再
没有外来物种破坏的“疤痕”。

陈爱雪代表：

让土地再没有外来物种破坏的“疤痕”

本报北京 3 月 9 日电（记者 白 鸥）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强化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部分专门提到，最高检指导内蒙古自治
区检察机关专项开展荒漠化防治监督工
作，这一内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全国
人大代表、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
总裁王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机
关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监督，加大破
坏耕地、林地、草原、湿地、水资源等涉荒漠化
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强化重点区域荒漠
化防治与监督，全力打好科尔沁沙地、浑善达
克沙地歼灭战，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深化
毛乌素沙地、库布其沙漠系统治理。

作为来自鄂尔多斯的全国人大代表，
王臻代表一直非常关注荒漠化治理相关问
题。她告诉记者，鄂尔多斯位于内蒙古西南
部，北有库布其沙漠，南有毛乌素沙地，荒
漠化防治任务艰巨。“检察机关为推动荒漠
化防治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很有必要。内蒙
古自治区检察机关坚决扛牢防沙治沙政治
责任，自觉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
法治思想为指导，强监督、强协作、强治理，
交出了一份令群众满意的检察答卷。”王臻
代表表示，希望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不
断凝聚公共利益保护共识，着力保护生态
环境和资源，以高质效办案加强荒漠化防
治司法保障。

王臻代表：

以高质效办案加强荒漠化防治司法保障

本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崔晓丽 沈
静芳）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市海拉尔第二中学教师胡海娟告诉记
者，最高检工作报告中严厉打击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的内容让她印象深刻。

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到，过去一年，检察机
关对性侵、伤害、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零容忍”，起诉6.7万人，同比上升14.9%。
“只有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

才能让犯罪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对潜在犯
罪者形成有力的震慑，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撑起法治保护伞，架起司法高压线。”胡海娟
代表说，希望检察机关多发布一些涉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强化警示教育，让保
护未成年人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检察机关在依法严厉打击、震慑犯罪
的同时，也要注重从源头上防范侵害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胡海娟代表告
诉记者，去年她走进当地的海拉尔区检察
院，关注到检察官从办理的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中发现当地部分民办幼儿园、校外培
训机构对入职查询制度落实不到位，随后
检察机关向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推动
解聘了不适格从业人员。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一项神圣
的‘朝阳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怎么
强调都不为过！”胡海娟代表希望检察机关
继续携手各方，全方位维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
社会环境。

胡海娟代表：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本报北京 3 月 9 日电（记者郭 荣 荣）
审议最高检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
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杨德芹着
重关注了一组数据：对涉罪未成年人坚持
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情节较轻的，依法
附条件不起诉 3.1 万人；犯罪严重的，依法
起诉 3.9 万人。

“ 未 成 年 人 犯 罪 案 件 数 量 不 小 。”杨
德 芹 代 表 说 ，预 防 和 减 少 未 成 年 人 犯 罪
尤 其 是 恶 性 犯 罪 发 生 ，是 社 会 大 众 的 共
同期盼。

“从很多媒体报道的案件中，我们都
能看到未成年人犯罪背后其实是家庭教
育 存 在 问 题 ，父 母 的 打 压 、暴 力 和 漠 视

往 往 会 扭 曲 孩 子 的 心 灵 ，把 孩 子 推 上 违
法 犯 罪 的 道 路 。”杨 德 芹 代 表 发 现 ，检 察
机 关 在 教 育 挽 救 涉 罪 未 成 年 人 时 ，也 会
对 其 父 母 开 展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帮 助 修 复
亲 子 关 系 。“ 对 孩 子 的 教 育 挽 救 和 对 父
母 的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要 有 针 对 性 和 长 期
性 ，不 能 随 着 案 子 的 办 结 而 终 结 。”杨 德
芹代表强调。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要抓住孩子的
关键成长期，抓早抓小，分类矫治。不良行
为一露头，就要立即掐灭。例如，发现孩子
逃学逃课、小偷小摸、欺凌同学，就要第一
时间制止和教育，帮助孩子改正不好的行
为。”杨德芹代表说。

杨德芹代表：

抓早抓小分类矫治，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本报北京 3 月 9 日电（记者 郭 荣 荣）
“守护孩子健康、安全用网，一是要严厉打击
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二是要疏堵
结合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审议最高检工
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武汉市土地
整理储备中心主任亢德芝围绕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

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到，发布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指导性案例，严惩“隔空猥亵”、线上
联系线下侵害等犯罪，协同防治网络沉迷，
引导安全用网上网。在亢德芝代表看来，网
络的发展日新月异，要及时发现、严厉打击
犯罪分子利用新手段、新技术对未成年人实
施犯罪的行为。

“‘数字原住民’的网络沉迷问题需要格

外重视。沉迷短视频、电子游戏会对孩子的身
心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亢德芝代表告
诉记者，不少孩子能找到系统漏洞，打破“青少
年模式”限制，“要综合运用人脸识别、大数据
等技术手段，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识别，构建
全方位的‘青少年模式’。”

“要进一步压实互联网企业的主体责
任，督促他们前移未成年人保护端口，积极履
行平台责任，并建立起自查机制，严格审核把
关，把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风险降到最小。”
亢德芝代表建议，检察机关积极协同网信、电
信等部门齐抓共管，推动压实信息安全管理、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和平台社会责任，积极促
推诉源治理和标本兼治，助力补齐监管漏洞
和短板，进一步消除网络空间风险隐患。

亢德芝代表：

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让孩子健康安全用网

杨德芹代表还注意到了最高检工作报
告中提到的推进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
加强专门学校建设等工作。“根据孩子不良
行为的轻重程度进行分类矫治，是最专业

科学的处理方式，希望在检察机关的大力
推 动 下 ，专 门 学 校 能 更 好 地 建 起 来 、用 起
来 ，帮 助 涉 罪 未 成 年 人 重 回 正 确 成 长 轨
道。”杨德芹代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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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关注最高检工作报告（之四）

本报北京 3 月 9 日电（记者 于 潇）
“残疾人事业是‘春天的事业’，扶残助残
需 要 全 社 会 的 关 注 ，检 察 机 关 带 了 个 好
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青联委员、民盟
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天津市侨联副主席、
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与病理生
理学系教授艾玎表示，近年来，检察机关
聚焦残疾人权益保障，依法能动履职，探
索建立残疾人权益保障源头治理机制，释
放出显著的社会治理效能。

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到，过去一年，最高检
会同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残联发布
两批典型案例，依法保障残疾人就业、教育、
康复等权益。办理无障碍环境建设领域公益

诉讼1983件，让爱无“碍”，共享美好生活。
“天津市检察机关在这方面也有不错

的履职实践。”艾玎代表向记者介绍，针对
公交车进站没有语音播报，导致视障人士出
行难的问题，天津市检察院对全市语音报站
情况进行调查取证，主动召集有关部门进行
磋商，最终推动实现了天津公交 App语音站
牌播报功能，解决视障人士出行难题。

“我还了解到，检察机关通过行政诉讼
监督，解决了不少困扰残疾人维权的棘手难
题，回应了残疾人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做到
了案结事了、政通人和。”艾玎代表表示，希
望最高检继续强化涉残疾人权益的检察履
职，与有关部门一道做好“春天的事业”。

艾玎代表：

聚焦残疾人急难愁盼，让爱无“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