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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即将
在北京召开。3 月 4 日，在代表驻地，很多
代表和媒体记者忙碌着，有的在接受记者
采访，有的在编发稿件。

图②：3月 4日，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
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乐勇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方能烈在驻地接受
媒体记者采访。

图③：3 月 4 日，全国人大代表，东浩
兰生集团上海工业商务展览有限公司智
慧能源展部经理、工会副主席陈达在驻地
接受媒体记者采访。陈达代表围绕如何促
进预付式消费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

图④：3 月 4 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南
省慈利县芬芳种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宁
芬芳在驻地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闫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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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和
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拥
有众多历史遗迹、文化名胜
和民俗风情。要充分利用好
资源优势，深入挖掘历史中
的感人故事、英雄事迹，通
过创新性的叙事方式、沉浸
式的展演形式，将这些文化
瑰宝生动鲜活地呈现给八
方来客，让更多的人在听故
事的过程中，不仅了解历

史，更能感受到文明的精神力量，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民营企业负责人，我深刻感
受到国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和决心。文旅行业
作为消费升级的重要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下一
步，我们将发挥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市场优势，为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更大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开封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爽：

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近日，2025年中央一号
文件公布，一系列政策持续
发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注入了强大动力。近年来，

“回乡创业”热潮方兴未艾，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
乡村干一番事业，成为乡村
振兴的新鲜力量。我建议青
年创业者了解并推动解决
现代化农业背景下的生产

“痛点”，如无人机播撒农药、
生物化肥促进粮食增产等。此外，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
进，乡村的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康养、美学艺术等多元价
值不断被发掘，乡村休闲旅游业、乡村新型服务业、乡村信
息行业等产业快速发展。建议开展制定乡村产业促进法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调查研究，以法治之力护航乡村产业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建湖县高作镇陈甲村党总支书记鲁曼：

法治护航乡村产业发展

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已
经于今年 3月 1日开始施行，
为做好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
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
障。尤其是其中增设了检察
公益诉讼条款，检察机关被
赋予更重责任。我注意到，在
法律施行首日，最高人民检
察院发布了聚焦“文物和文
化遗产保护”的第五十七批
指导性案例，恰似一场及时

雨，不仅为法律条款注入血肉，更让博物馆人真切感受到司
法力量与文保人员共同守护民族文化瑰宝的“同频共振”。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博物总馆副馆长宋燕：

司法力量与文保人员“同频共振”

本报记者闫晶晶 谷芳卿 郭荣荣 刘亭亭整理

本报北京3月 4日电（记者史兆
琨） 今天，在吉林代表团驻地，记
者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一汽
首席技能大师、研发总院试制部高
级技师杨永修。他向记者讲述了调
研唐代重要边塞遗迹——唐代老边
岗土墙时发现的变化。

2024 年上半年，杨永修代表来
到位于吉林省农安县华家镇边岗村
的唐代老边岗土墙调研。“我第一次
来这里时，这段古城墙的保护范围
及建设控制地带内存在开荒种地的
情况，护坡处还堆放着村民丢弃的
生活垃圾，甚至部分地段被用作田
间道路和村屯之间的乡道。”杨永修
代表告诉记者。

2024 年底，当杨永修代表再次
踏上古城墙遗址时，眼前的转变令
他感到惊喜——曾经被耕种的区域
已经恢复原样，古城墙沿线设置的
文化展示牌详细介绍老边岗土墙的
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各村指定专
人定期走访巡查，做好日常看护。以
前在城墙根堆放杂物的张大爷，如
今成了“文保宣传员”，向村民讲解
破坏土城墙的违法性。

“我了解到，这是在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下，农安县检察院积极协

调推动的结果。”杨永修代表说，两
次调研最大的不同，是切实感受到
文物保护从“单打独斗”变成了“联
合作战”。

作为汽车制造的技能大师，杨
永修代表认为，文物保护与精密零
部件养护之间存在共通性：“正如精
密模具需要防锈处理，这些千年古
迹更需要系统性防护。”

杨永修代表还关注到，新修订
的文物保护法新增检察公益诉讼条
款，赋予了检察机关在文物保护方
面更重责任。他建议检察机关联合
文化、文物、旅游等部门，形成合力，
加强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法治保
护。同时，也要加强普法宣传，提高
群众文物保护意识，让更多历史遗
迹在法治护航下焕发新生。

杨永修代表：

文物保护法赋予检察机关更重责任

本报北京 3月 4日电（记者刘
亭亭 王浩淼） “当司法温度流
淌于老百姓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法
治文化便有了丰沃土壤。”全国政
协委员、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吕爱辉关注到，检察机关
把法律监督履职与文化建设深度
融合，形成了一批兼具影响力与吸
引力，充满地域特色与法治情怀的
检察文化品牌。

“以文化品牌凝心铸魂、提质
增效，浸润小小少年的心灵，守
护祖国的‘朝阳事业’，让人安心
又暖心。”始终心系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的吕爱辉委员了解到，吉林
省 检 察 机 关 打 造 出 “ 桔 子 姐 姐 ”

“启明星”“船城·摆渡人”等一
系列形式内容兼优的未成年人检
察文化品牌。

“吉林省检察机关一体学思践
悟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
思 想 ， 大 力 弘 扬 新 时 代 检 察 精
神，打造出一批名字叫得响、工
作干得实的检察文化品牌，搭建
起独具历史人文特点、民俗风情
特质的‘双优’检察文化品牌矩
阵。这些品牌为百姓提供丰富多
彩的法治服务，让‘检察蓝’标
识更闪亮、更有温度。”吕爱辉委
员对吉林检察文化品牌创建工作
给予肯定。

吕爱辉委员说，检察机关加
强和改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依
托未成年人检察文化品牌，创新
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
等普法方式，是未成年人保护事
业中“看得见的检察守护”。“希
望检察机关进一步擦亮未成年人
检察文化品牌，让其更好发挥文
化润人心作用；加强对未成年人
普法作品细节、寓意的打磨，创作
更多诸如《桔色阳光》等接地气、有
人气的普法产品，浸润孩子心间，
温暖万家灯火。”

吕爱辉委员：

精心打磨更多接地气的未成年人普法产品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研发总院试制部高级技师杨永
修（左）邀请全国人大代表、中油吉林化建工程有限公司电焊班长白景阳
（右）共商准备提交的意见建议。 本报记者闫昭摄

当前，我国设施农业发
展迅速，但也面临一些挑
战。部分老旧大棚存在面积
小、举架矮等问题，影响了
生产效率，可以通过改造棚
体、配套新型农机具等方
式，减轻菜农负担，提升生
产效率。在发展方向上，可以
充分利用戈壁、盐碱地等非
耕地资源建设设施农业，这
不仅有利于保障农产品供

给，还能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短视频作为农业技术推广
的重要手段，目前存在关注度低、优质内容少的问题，建议
技术人员制作实用且有吸引力的内容，同时新媒体平台应
加强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设施农业的发
展离不开法治保障，相关部门应在设施农业用地、技术推
广等方面加强监管，确保其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蔬菜病害防控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李宝聚：

设施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

近年来，我国对外来入
侵物种的重视程度和防治能
力显著提升。但由于外来物
种种类繁多，以及公众认识
不足等原因，让这些“生态刺
客”有了可乘之机，影响到生
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
持续发展。要健全外来入侵
物种防控法律法规体系，实
现在防控各环节都有法可
依、有章可循。建议在现有

《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基础上，细化外来入侵物种指
标，分级分类管理。检察机关要加大监督，对因外来物种入侵
造成的生态损害及时提起诉讼。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提升公众认知水平，凝聚全社会力量筑牢生态安全防线。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佳木斯市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坤宇：

防控外来入侵物种，各环节都要有法可依

陈智林委员
里赞代表 巩学峰代表

★不仅要敢于抗诉，也要善于抗诉，
确保案件抗得出、抗得准。

★依法监督纠正确有错误的刑事裁
判，有利于促进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真正
体会到“看得见的公平正义”。

★要加大刑事抗诉案件的宣传力度，
这样可以为其他地方检察机关办案提供参
考和借鉴，也可以通过以案释法的形式，向
社会传递检察机关守护司法公正的决心。

□本报记者 崔晓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工作”。过去一年，检察机关
办理的多起刑事抗诉案件，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全国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如何加强刑事抗
诉工作展开了热议。

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四川省委会副
主委里赞是法学专业出身，曾从事过检
察工作，对于如何做好刑事抗诉工作格
外关注。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检察
官在办案中发现定罪明显不当、量刑严
重失衡等法律问题，不仅要敢于抗诉，
也要善于抗诉，确保案件抗得出、抗得
准，不断提升抗诉监督质量水平。”里赞
代表注意到，包括四川在内的多地检察
机关，高度重视抗前指导工作，针对检
察官对抗诉必要性把握不准的问题，细
化抗前请示报告工作流程及时限要求，
压实下级汇报、上级指导责任。同时，检
察机关也重视抗后补查补证工作，对确

有证据缺陷的抗诉案件，会同侦查机关
及时补查补证，夯实事实和证据基础，
避免“带病抗诉”、一抗了之。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文联主席、
四川省川剧院院长陈智林清晰记得去
年年底受邀参加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抗
诉工作经验交流会的场景：“最高检普
通犯罪检察厅、重大犯罪检察厅、职务
犯罪检察厅、经济犯罪检察厅、未成年
人检察厅、控告申诉检察厅相关负责
人，最高法审判监督庭相关负责人都参
加了会议。会议既有对刑事抗诉典型

案例的深入讲述，又不乏各地办案经验
分享，内容很充实，足见司法机关对抗
诉工作的重视程度。”

在陈智林委员看来，检察机关通过
履行刑事抗诉职能，依法监督纠正确有
错误的刑事裁判，有利于促进公正司
法，让人民群众真正体会到“看得见的
公平正义”。他建议，进一步强化刑事抗
诉工作力度，切实提升刑事检察工作实
效，提高刑事抗诉的精准性，提升司法
执法公信力。同时，要加强刑事检察人
才队伍建设，激励检察人员自觉提升监

督能力和业务水平，增强他们主动做好
刑事抗诉工作的内在动力。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在全国人
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世洁
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危险品运输车驾驶
员巩学峰看来，刑事抗诉工作之所以被
老百姓所了解，源于检察机关办理的一
件件具有影响力的案件。“去年最高检
工作报告中提及的陈仓抢劫案和前一
段时间媒体报道的马玉林抢劫案，都引
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他指出，许多刑
事抗诉案件已历经多年，法院在当年受

限于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作出当时
的判决无可厚非。在完善证据后，检察
院启动抗诉程序，使得罪犯最终受到应
有的惩处，不仅为被害人讨回了公道，
也让大家觉得司法是公正的。

酒香也怕巷子 深 。巩 学 峰 代 表 建
议，要加大刑事抗诉案件的宣传力度，
这样可以为其他地方检察机关办案提
供参考和借鉴，也可以通过以案释法的
形式，向社会传递检察机关守护司法公
正的决心，对潜在的犯罪分子形成震慑。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三位代表委员建议

刑事抗诉，要“敢抗”，更要“会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