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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工作报告专门有一段讲营造法
治化营商环境。报告指出，针对民营企业
关键岗位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受贿
等侵害企业利益问题，出台 12 条检察举
措，促进健全民营企业内部反腐机制，依
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了一大批涉民
营企业案件，既防止“办了案子，垮了厂
子”，又通过办案促进企业乃至行业规范
发展。去年，检察机关又出台 12条检察举
措，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腐败问题，为民营

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值得点赞！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巨野县政协副主席、巨野县新世纪银星购物广场物业管理负责人尚瑞芬：

12条举措为民企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我一直对妇女权益保障领域问题非常
关注。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首次将依法维
护妇女权益单列，体现了检察机关对妇女
合法权益保护愈加重视。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积极预防和有效
惩治家庭暴力犯罪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
力保护了妇女合法权益。建议检察机关要
继续下好“绣花功夫”，有力惩治家庭暴
力犯罪，对侵犯妇女生命健康、人格尊严
等犯罪，依法严惩。同时，也要加强与其
他部门的沟通合作，凝聚合力，共同维护

妇女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东明县焦园乡党委副书记关志洁：

以法治力量守护“半边天”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今年检察机关
要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我对此充满
期待。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保障和改善民生
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检察公益诉
讼，以法治力量守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不仅顺应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新期待，也捍卫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值得称赞。希望检察机关在“检护民生”专
项行动中，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切
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银香伟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银香：

对“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充满期待

本报记者孙风娟 郭树合 刘亭亭 见习记者牛秀敏整理

检察机关制定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 23 条检察意见，给民营企业发展带来
巨大的信心，是企业家的“定心丸”。上
个月，最高检启动“检察护企”专项行
动，用心用情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我建议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的
立法工作，重点聚焦依法保护民营企业
产 权 和 企 业 家 权 益 、 公 平 参 与 市 场 竞
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执法公正
司法、中小企业账款拖欠治理等民营企
业关切的问题，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

用法治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董事长、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创始人翟美卿：

“23条检察意见”是企业家的“定心丸”

最高检高度重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最高检工作报告的意见和建议。3月 9日，最高检派出工作人员旁听全国两会各代表团分组审议最
高检工作报告情况。图为最高检旁听人员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周光权对最高检工作报告和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 本报记者张哲摄

本报北京 3 月 9 日电 （记者 崔 晓
丽 白鸥）“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到的
坚决惩治网络暴力‘按键伤人’内容让
我 印 象 深 刻 。” 3 月 9 日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九三学社杭州市委会主委罗卫红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她领衔提交了一份
制定反网络暴力法的议案。

“当今社会互联网无处不在，网络
空间是亿万网民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
在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使网

络暴力有了更快的传播性、更广的传播空间和更大的破坏力。”罗
卫红代表说，根据多家媒体调查，有六成受访者经历过网络暴
力，网络暴力的情节及导致的后果令人触目惊心。如“寻亲少
年”刘学州因不堪网络暴力而选择轻生，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
出轨快递小哥严重影响其生活等。针对企业或企业家的网络暴
力，则会损害企业形象，侵害企业家权益。

制定一部专门的反网络暴力法是社会的呼声，也是现实的迫
切需要。罗卫红代表告诉记者，当前我国法律缺乏对网络暴力统
一的认定，相关规定散见于多部法律，难以应对日益复杂和涉及
面广泛的网络暴力，无法对网络暴力形成有力约束。

罗卫红代表对制定反网络暴力法的可行性也进行了调研。“中
国网络立法的‘四梁八柱’已基本构建，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就整
治网络暴力出台了一系列办法规定，多年来的反网络暴力司法实
践对治理网络暴力提供了有益参考，可以将这些经验做法进行总
结，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她说。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依法捍卫说话权利的同时，也要让人
们意识到在网络上说话要负责。”罗卫红代表特意指出，立法应当
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定反网络暴力法的过程，就是很
好的反网络暴力法治宣传的过程，也是法律威慑力形成的过程。
相信通过制定反网络暴力法，对营造依法文明上网的氛围将起到
积极推动作用。

罗卫红代表：

制定反网络暴力法 向“按键伤人”亮剑

□本报记者 史兆琨
见习记者 高可

3 月 9 日，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 147 号，
最高检发布了 2023 年“四大检察”工作白皮书。
同一天同一城，在各个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
表们秉持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审议“两
高”工作报告。

记者旁听代表团小组会议时发现，代表们审
议“两高”工作报告的发言内容，饱含对深入践行
人民至上、做实司法为民的殷切期待。他们对检
察工作的肯定与建言，与写入 2023 年“四大检
察”工作白皮书的履职印迹相契合。

在 9 日下午的采访中，多位代表向记者提
到，2023 年“四大检察”工作白皮书为审议“两高”
工作报告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贯穿全篇

刑事检察是检察机关最基本、最核心的业
务，承担着追诉犯罪、诉讼监督等重要职能，关系
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

过去一年，刑事检察工作主要呈现哪些特点？
“全国检察机关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在
实体上确保实现公平正义，积极推动构建以证据
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提前介入 18 万余件，自
行补充侦查 17 万余件……”阅读完《刑事检察工
作白皮书（2023）》后，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丰德
恒泰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吕炜最大的感受是，“高
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基本价值追求贯穿全篇。

他以国内首部聚焦“正当防卫”主题的影片
《第二十条》为例说：“影片上映后，社会广泛关
注。这是检察机关秉持‘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理
念，高质效办案的生动实践和艺术呈现。”

《刑 事 检 察 工 作 白 皮 书（2023）》第 五 部
分 ——“深入践行人民至上做实检察为民”令全
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南王庄李素环
瓜果蔬菜专业合作社社长李素环印象深刻。“依
法惩处侵害民生民利犯罪，深化醉驾治理，推动完
善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等，这部分涉及的一组组
数据、一项项举措，让我真切感受到，新一届最高检
党组提出的‘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正在贯彻落
实，真正做到了检察权为人民行使、让人民满意。”
李素环代表说。

“在阅读《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后，您
可以从直观感受层面谈下过去一年对于刑事检察
工作的主要印象吗？”对于记者的这一问题，李素
环代表给出的答案是：“就像最高检工作报告中说
的，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严则严、
当宽则宽、罚当其罪。”

为了人民群众的笑脸更灿烂

民事检察是检察机关为保障民事法律统一
正确实施而进行的法律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名来自企业的代表，全国人大代表、飞

鹤乳业董事长冷友斌在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提
到：“我们企业所在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非常注
重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令他印象最深的是这样
一项举措：“检察机关把法律服务搬到我们企业的

‘家门口’，专门设立民营企业服务点和知识产权
保护联系点，为我们解决了一批实际问题。”

这样的检察履职在《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
（2023）》中亦有体现——在 2023 年民事检察工
作的新进展、新作为方面，《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

（2023）》提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助力营造法治化
营商环境。具体而言，检察机关立足服务党的中
心工作和国家发展大局，在依法平等保护市场主
体、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助力防范和化解系
统性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民事检察职能作用。这
些积极作为均被全国人大代表“看见”。

“民事检察？就是支持咱们老百姓的事呗！”
当 接 过 记 者 手 中 的《民 事 检 察 工 作 白 皮 书

（2023）》，来自基层的“兵支书”——全国人大代
表，河北省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石炳启的脸上洋溢起了笑容。

石炳启代表曾在部队工作 38 年，直到 2018
年才回村当了村支书。6 年时间里，石炳启代表带
领班子成员下大力气解决村中道路、排水、垃圾
清运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建起来了，群众的笑脸也多起来了。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同样是《民
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的亮点内容之一。白
皮书在第三章阐述了“加大民事支持起诉力度，
依法保障公民享有实质意义上的平等诉权”等三
方面内容。“这是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
为民司法融入民事检察工作全过程，让人民群众
可感受、能体验、得实惠的生动写照。”石炳启代
表说。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今年年初的全国检察长会议强调，行政检察
站位要高、视野要宽，方向要明确、路子要走稳。
这为新征程上行政检察工作指明了方向。

阅读《行政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后，全国
人大代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
街道天山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冉慧感受
到检察机关凝聚更强执法司法工作合力的检察
担当。“我关注到这些方面内容：强化行刑反向衔
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做好不起诉案件的‘后
半篇文章’；强化‘府检联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新实践；强化‘法检联动’，凝聚司法共识和合力
等。”冉慧代表告诉记者。

“积极加强协作配合，构建检察监督与行政
执法衔接制度十分关键。”在冉慧代表看来，法律
监督不是你错我对的“零和博弈”，统筹行刑反向
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重点是监督提醒和
依法纠错，关键在于强化“协作配合”，确保“法定

职责必须为”，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良性互动。
不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防纠纷于未

然，可以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9日下
午，在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对基层治理问题较
为关注的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市委副
书记、市长宫镇江建议，从国家层面完善诉源治理
体系机制。“一是对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的组织建设、
职能分工、治理途径、程序衔接等方面进行规范，进
一步明确各级党委政府和各职能部门行业组织的
诉源治理责任。二是健全化解机制，搭建矛盾纠纷
调处平台，坚持分级分类调解，保障推进行政调解
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是关键，进一步增
强调解合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科学理念指引与鲜活司法实践

2023 年，是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推开六周
年，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此次
发布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除“前
言”“结语”外，共分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基本情
况、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守护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更好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六部分。

“这份白皮书内容清晰，可以看出公益诉讼
检察既有科学理念指引，又有鲜活制度实践；既
有扎实的高质效办案成效，又有丰富的立法研究
和理论研究成果；既不断丰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检察实践，又逐步确立中国特色公益诉讼检察工
作新格局。”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澄江化石地世
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副馆长郭进对《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白皮书（2023）》给予高度评价。

在郭进代表看来，《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白皮
书（2023）》的亮点之一是进一步明确推进检察公
益诉讼立法。“在调研中我了解到，2023 年是推动
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开局之年，专门立法工作驶入
快车道，取得积极进展。检察机关以专门立法为
牵引，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日益完善、理论逐渐深
化。此外，检察机关还积极推动构建与其他国家
机关、社会组织密切协作，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
公益保护大格局，促进双赢多赢共赢。”这些举措
都令郭进代表感到十分欣慰。

“据我了解，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确立以来，检
察机关共办理了 80 多万件公益诉讼案件，解决
了涉及多个领域的复杂公益损害问题。”9 日下
午，在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宫镇江代表
说：“从当前司法实践看，涉公益诉讼法律法规
呈现‘碎片化’特征，虽然多部单行法已写入
检察公益诉讼条款，但这些条款多为授权性、
原则性规定，主要涉及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和请
求权基础等问题，仍缺乏相应程序性规定，难以
为检察公益诉讼提供统一的规范指引，也无法体
现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特点规律。因此，建议国家
加 快 推 进 公 益
诉讼立法。”

（本报北京
3月9日电）

代表的关注，也写在白皮书的文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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