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CURATORATEPROCURATORATE DAILYDAILY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主办
CN 11-0187 邮发代号 1-154

检察日报客户端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

●检察日报社出版 ●网址：www.jcrb.com ●新闻热线：（010）86423880 ●广告经营（京石市监广登字20200001号）：（010）86423595 本版编辑 王昱璇 石佳 校对 赵鹏 李娜

2024年 3 月15日 星期五
第10501期 今日 8 版

本报讯（记者周洪国 通讯员王
霄） 深圳因海而生，因海而兴，海洋
是深圳城市的“蓝色血脉”。近日，深
圳海洋检察工作座谈会召开，发布了
首份《深圳海洋检察工作报告》（下称

《工作报告》）。这是广东省深圳市检
察机关推动构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检察保护体系的有力举措，有助于推
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海洋共建共治共
享机制。

《工 作 报 告》系 统 介 绍 了 深 圳 前

海蛇口自贸区检察院自 2022 年 7 月 1
日 起 集 中 办 理 深 圳 市 海 洋 检 察 案 件
以 来 的 工 作 情 况 ，从 法 律 监 督 能 力 、
海 洋 执 法 管 理 、海 洋 生 态 保 护 、跨 境
司 法 协 作 等 方 面 客 观 分 析 了 海 洋 检
察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
下 一 步 海 洋 检 察 工 作 思 路 。 此 外 ，

《工作报告》还发布了 7 件海洋检察典
型案件。

据悉，深圳市检察机关围绕“陆海
统筹、全域管辖、全线监督、四检融合、

综合保护”工作思路，推进涉海洋检察
案件全域管辖，探索开展海岛巡回检
察机制，推行“四检融合”一体化海洋
案件办案模式，为建立具有深圳检察
特色的海洋司法保护体系开展了一系
列积极探索和实践。截至 2023 年年
底，深圳市检察机关共办理涉海洋刑
事案件 68 件 160 人，公益诉讼案件 13
件，核查涉海洋行政执法线索 138 条，
并对违法行为立案 2 件，发出各类检
察建议 6 份。

《深圳海洋检察工作报告》发布
总结具有深圳检察特色的海洋司法保护实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2024年3月8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全文见第二、三版）本报北京 3月 14日电（记者巩宸

宇）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是全国
检察机关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3 月 14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电视
电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 在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和全国两会精神，部署检察机关贯彻
落实举措。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
应勇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
会精神，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
导，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
法治担当，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
案件”，坚持全面从严治检，持续推进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以新的
更优业绩加快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
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应勇指出，今年全国两会是在新
中国成立 75 周年、实现“十四五”规划
目标任务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期间
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事关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为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大会审议通过的各项报
告、决议等都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长
远发展。各级检察机关要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上来，与贯彻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以及全国检察长会议部署要求紧密结
合起来，持续擦亮新时代新征程检察
机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的鲜明政治底色，持续推
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

应勇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贯彻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
立后破要求，与宏观政策取向保持一
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持
续在法治轨道上维护稳定、促进发展、
守护民生、保障善治。坚定不移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打击各类危害
国家安全犯罪，充分履行反腐败检察
职能，依法严惩网络犯罪，全面准确落

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轻罪治理，
以有力检察履职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贯彻落实“加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要求，依法惩治各类破坏市场经济秩
序犯罪，扎实开展“检察护企”专项行
动，重点加强对涉企经济犯罪案件立
案和侦查活动监督，抓住以刑事手段
插手民事纠纷、违法“查扣冻”企业财
产等典型，用法治方式稳定社会预期、
提振市场信心。加强金融检察、环境
资源检察、“三农”检察工作，以高质量
履职服务金融强国、文化强国、美丽中
国建设。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检察综合
履职，服务数字经济建设，推动新质生
产力加快发展。

应勇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以“如我在诉”的理念高质
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坚持检察工作的

“人民性”。扎实开展“检护民生”专项
行动，办好涉民生保障案件，充分运用
法治“力度”提升民生“温度”。依法惩
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加大
对特定群体依法支持起诉力度，让公民
依法享有诉权、有效行使诉权。扎实推
进检察信访工作法治化，持续加强信访
矛盾源头预防和积案化解，创造更多检
察版“枫桥经验”。要加强典型案例总
结提炼，自觉宣传阐释司法理念，传播

法治精神，让公正司法与老百姓心中的
那杆“秤”同频共振。更加重视检察建
议制发质量，持续推动做实“办复”，促
进诉源治理、社会治理。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要以个
案高质效保证法律监督工作整体高质
效。一个低质效案件的负面效应决不
止于个案本身，会对检察公信、司法公
信产生深刻负面影响。”应勇指出，法律
监督是检察机关的立身之本，也是主责
主业。要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
于自我监督，下大力气解决制约法律监
督质效的难点堵点问题，持续做优做强
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社会公
平正义。 （下转第三版）

全国检察机关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应勇强调

以新的更优业绩加快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
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本报讯（记者戴小
巍 通讯员 秦 娇 娇）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
的就业权利。检察建议
我们全部接受，已督促

整改到位。”日前，湖北省红安县检察院办理了一起保障妇女就业权益公益诉讼
案，建议相关行政部门整改用人单位违法限制岗位性别行为，得到被建议单位积
极响应。

2023 年年底，返乡就业的女大学生小陈在找工作时遇到了烦心事：她应聘一
家心仪的公司时，在投递简历时发现招聘信息中标注着“限男性”“男性优先”“已
婚已育优先”等条件。让小陈没想到的是，红安县检察院检察官也注意到了这些问
题，正在开展公益诉讼检察监督。

今年 1 月，红安县检察院针对保障妇女就业权益工作开展专项监督。检察干警
在排查网络招聘平台就业信息时发现，多家用人单位在网络招聘过程中存在就业
歧视现象，侵犯了妇女平等就业的合法权益，遂立案调查。

1 月底，红安县检察院向相关行政单位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切实履行招
聘工作监管职责，及时督促用人单位整改相关网络招聘信息，健全网络招聘监督
机制，加强对招聘信息的审核力度，规范辖区用人单位招聘工作，加强妇女平等就
业宣传等，全面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益。

为确保整改效果，红安县检察院围绕网络招聘服务平台如何整改、相关行政
机关如何监管等，组织召开检察听证会，邀请红安县妇联、相关行政单位及部分人
民监督员、听证员等参加。

相关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迅速开展排查，对存在就业歧视的网络招聘
平台下达整改通知，督促相关招聘平台删除涉及就业歧视的信息，并在辖区开展
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同时对辖区网络招聘平台开展常态化筛查监管。

“之前那些歧视条件没有了，我找工作更有信心了。”小陈发现招聘信息的变
化后高兴地说。据悉，以此案办理为契机，红安县检察院与县妇联共同建立了妇女
权益保障工作协作机制，形成对妇女平等就业等权益保护的更大合力。

网络招聘歧视女性，督促整改！

本报北京3月 14日电（记者孙风
娟） 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5 件
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犯罪典型案例。案例释放了检察
机关依法从严惩处、全链条打击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强烈信号，并为
各级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提供示
范和指引。

5 件典型案例分别是：解某某等
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袁某等人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案；青海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贾某某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许某某非法经营案；武某某
等人生产、销售假药案；王某某等人
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

册商标标识案。
该批典型案例既突出打击通过

网络平台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犯罪，
又强调深挖线索全链条打击犯罪；既
体现检察机关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
能，又兼顾知识产权保护和消费者权
益保护。如案例三中，上海市检察机
关针对该案系典型“产供销”全链条
犯罪，且通过网络平台、App 广告引
流等方式销售，涉案人员众多、生产
和销售窝点横跨多省市的特点，引导
公安机关追查上下游犯罪，从最初到
案 的 一 个 下 游 经 销 商 入 手 ，追 根 溯
源，共追查到案犯罪嫌疑人 13 人，其
中生产窝点 4 人、销售端 8 人、有毒有
害物质原材料源头 1 人，实现全链条
全覆盖打击。

2023 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假冒伪劣商品犯罪 8503 件 14560 人，
起诉 18777 件 38936 人。充分履行法
律监督职能，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
涉嫌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 1634 件
1778 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 2645 件
2879 人。最高检加大对重大假冒伪
劣犯罪案件的督办指导力度，与公安
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
挂牌督办 14 起制售假冒伪劣农资犯
罪案件，与国家版权局等部门联合挂
牌 督 办 3 批 150 件 重 大 侵 权 盗 版 案
件，持续跟踪指导，推进案件取得实
质进展。

围绕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检察机
关 持 续 开 展“ 治 违 禁 控 药 残 促 提
升”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农资打假工

作，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医美专项治理
工作。依法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的惩治力度，2023 年，全国检察机
关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人数同比
上升 40.8%。

下 一 步 ，检 察 机 关 将 立 足 新 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检护
民 生 ”专 项 行 动 为 契 机 ，依 法 从 严
打 击 网 络 营 销 、直 播 带 货 等 新 业 态
下 与 人 民 群 众 生 活 密 切 相 关 的 制
售 假 冒 伪 劣 商 品 犯 罪 ，坚持推动高
质 量 发 展 ，有 力 维 护
市 场 公 平 竞 争 秩 序 ，
着 力 提 高 质 量 竞 争 力
水 平 ，不 断 提 升 人 民
群 众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感。

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典型案例

释放全链条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强烈信号

□本报记者 孙风娟

3月11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胜利闭幕。大会
期间，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2024年政府工作
任务时指出，严格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安全监管。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同样提及食品药品安全问
题。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2023年，检察机关依法严惩制售
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犯罪，起诉1.3万人，同比上升
31.5%。办理食药安全领域公益诉讼2.4万件，同比上升
16.8%。

保 护 食 药 安 全 ，就 是 保 护 消 费 者 合 法 权 益 。 回 顾
2023年，检察机关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作出的努
力远不止以上两组数据可以概括。在依法惩治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犯罪、加强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开展网络直
播营销中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治理等方面，检察机关都作
出了诸多努力。

筑牢底线，严惩侵害消费者权益犯罪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
肃的问责”，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的“四个最严”要求。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最严”要求，检察机
关依法从严打击食品药品犯罪，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 。 2023年 ，全 国 检 察 机 关 起 诉 食 品 犯 罪 案 件 5620件
10711人，起诉药品犯罪案件2544件5563人。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依法加大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犯罪的惩治力度。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生产、销售
伪劣商品犯罪10794件21208人，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7983件17728人。

对于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重大案件，最高检不断加大
督办指导力度，一方面，对伪劣绝缘子系列案等公众关切
的案件挂牌督办，指导地方检察机关积极开展介入侦查
引导取证工作，确保案件办理质效；另一方面，最高检与
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挂牌督办14起制
售假冒伪劣农资犯罪案件，持续跟踪指导，推进案件取得
实质进展。

为了集中打击和整治食药安全等民生领域的违法犯
罪行为，检察机关不断以专项行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权和财产权。

——最高检继续推动与农业农村部等六部委联合开
展的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专项行动，重
点打击农药兽药残留严重超标、非法制售使用“瘦肉精”
等禁限用物质犯罪。

——最高检与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部署2023年农资打假
专项行动和全年工作，为春耕生产和全年粮食丰收保驾护航。最高检发布检察机
关依法惩治制售伪劣农资犯罪典型案例5件，涉及农药、兽药、种子、化肥等多个领
域，充分展示了检察机关以实际行动从严惩治制售伪劣农资犯罪、能动保护农民
合法权益的决心。

——最高检持续推动与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等十部门联合开展的医疗美容
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始终保持打击制售假劣医疗美容药品、医疗器械等
医美领域违法犯罪不放松，并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行业监管工作
的指导意见》，有效推动医疗美容行业常态化、规范化、法治化监管，切实解决人民
群众反映集中的医疗美容行业突出问题。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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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4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
会精神。 本报记者程丁摄

典型案例全文

□本报记者 孙风娟

3 月 14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犯罪典型案例，案例涵盖食品、药
品、化肥、吸油烟机灶具、建材等与人
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如何
依法能动履职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犯罪，着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知识产权
检察办公室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

了记者的提问。

多措并举，合力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问：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制售假
冒伪劣商品犯罪方面，采取了哪些有
效举措？

答：2023 年，全国检察机关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依
法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维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切实保护知
识产权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一是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犯罪。检察机关聚焦办案主责主
业，依法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
商品犯罪，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以综合履职强化知识产权综合保护，
筑牢消费者权益保护底线。2023年，
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假冒伪劣商

品犯罪8503件14560人，起诉18777件
38936人。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假冒伪
劣商品犯罪案件1634件1778人，监督
公安机关立案2645件2879人。食品药
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2023年，全国
检察机关起诉食品犯罪案件5620件
10711人，起诉药品犯罪案件2544件
5563人。

二是加大对重大假冒伪劣犯罪
案件的督办指导力度。（下转第三版）

依法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最高检第四检察厅、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负责人就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典型案例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