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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综 述

【新闻背景】丈夫是法官，妻子是律师，

这样的“夫妻店”在司法实践中严重影响着

司法公正和公信力。去年以来，司法机关

不断加强自身廉政建设，并采取了强硬措

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试行规定，要求

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

法官，实行任职回避。

【报告摘编】高法报告：2010年，全国

法院共查处违纪违法人员 783 人，同比

下降 1.51％。其中，受到政纪处分的 540

人，因贪污、贿赂、徇私枉法被追究刑事

责任的 113 人，同比分别下降 4.09％和

17.52％。

高检报告：狠抓纪律作风和反腐倡廉

建设。开展“反特权思想、反霸道作风”专

项教育活动，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员

267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38人。

【点评】全国政协委员刘明华：司法的

廉洁和公正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所在。

如果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注意实行任职回

避，就容易发生亲情案、人情案，会毁坏人

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任。

焦点五 力倡司法廉洁 不办亲情案、人情案

据新华社电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 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

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从六个方

面报告了一年来的主要工作，从六个方面

报告了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工作的主要

安排。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从七

个方面报告了一年来的主要工作，并从七

个方面报告了2011年检察工作的主要安

排。

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王胜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直击“两高”报告五大焦点
严格证据、查办贪腐、打黑除恶、规范量刑、廉洁司法……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认为，两高报

告直面焦点问题，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吁求，反映出司法机关以惩治犯罪、维护公民合

法权益为己任，在维护公平正义道路上所做出的艰苦努力。 据新华社电

解 读

【新闻背景】2010年5月，“杀害”同村

人并已服刑10多年的河南商丘农民赵作

海，因“被害人”回家而被宣告无罪释放。

这一被称为河南版“佘祥林案”的发生再度

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不久，两高联

合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共同出台办理

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排除非法证据规定

——两个证据新规，力求把好证据关，最大

限度地防范冤错案。

【报告摘编】高法报告：完善刑事证据

制度，严格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证明

标准，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

获取的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证据，确

保刑事审判质量。

高检报告：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

并重，重点加强对有案不立、刑讯逼供、违

法取证、量刑畸轻畸重等问题的监督。

【点评】全国人大代表陈云龙：办错一

件案子，对当事人来说，是天大的事。强化

证据意识、最大限度减少冤错案对司法工

作非常重要。

焦点一 防止冤错案 从源头把好证据关

【新闻背景】去年以来，司法机关加大反

腐力度，郑少东、陈绍基、黄瑶等腐败案件的

公开审理，进一步彰显了党和政府反腐败的

决心。国家统计局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03

年至2010年，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

的满意度从51.9％提高到70.6％。

【报告摘编】高法报告：积极参与反腐

败斗争，依法严惩贪污、贿赂、渎职犯罪，审

结此类案件27751件，判处罪犯28652人，

同比分别上升7.10％和9.25％。

高检报告：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

案18224件，同比增加0.2％；查办涉嫌犯罪

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含厅

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同比增加2％。

【点评】全国政协委员柴宝成说：反腐

败是各国面临的难题。推进反腐工作，还

应综合运用制度和科技两种手段，让群众

切实拥有参与权、评价权和监督权，重视群

众举报和意见，及时调查反馈，形成反腐倡

廉的强大合力。

焦点二 反腐不手软 查办６名省部级高官

【新闻背景】去年，重庆市司法局原局

长文强被依法执行死刑。在重庆，自2009

年掀起打黑除恶行动以来，截至2010年底，

法院判决黑恶团伙231 个，判处死刑57 人

（含死缓37人）。在严厉打击下，一批涉黑

案件得到查处。

【报告摘编】高法报告：贯彻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继续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活

动，依法严惩杀人、绑架、抢劫等严重影响

群众安全感的暴力犯罪。

高检报告：依法严肃查办为黑恶势力

充当“保护伞”等犯罪案件，加大对黑恶势

力等犯罪的惩治力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点评】全国政协委员李钺锋：对于为

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不管涉及谁，不管级别有多高，司法机

关都应一查到底，依法给予惩处。

焦点三 打黑除恶 增强群众安全感

【新闻背景】近年来，法院在一些案件

审判中面临“同案不同判”的质疑：成都孙

伟铭醉驾案，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判处无期徒刑；醉酒驾车致多人伤亡的

三门峡肇事案司机王卫斌被判处有期徒

刑６年零６个月。针对质疑，司法机关加

快了量刑规范化改革步伐。

【报告摘编】高法报告：全面推行量刑

规范化改革，制定量刑程序规则，确立定

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量刑方法，规

范法官裁量权，促进量刑公平公正。

高检报告：积极支持人民法院量刑规

范化改革，起诉时依法提出量刑建议，促

进量刑公开公正。规范量刑建议工作，强

化对刑事审判特别是量刑畸轻畸重的监

督。

【点评】全国政协委员刘明华：如果法

官对量刑方法理解上有偏差，那么在司法

实践中也会存在偏差。全面推行量刑规

范化改革，必须在法官培训上加大力度。

焦点四 规范量刑 防止“同案不同判”
“十二五”开局之年的中国，站在了

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把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推向前进，续写新的发展奇迹，

必须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这是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的共识。

放眼世界，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

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相对于党的十六大

作出“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时更加复

杂。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

君如说，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

代潮流，国际环境对我国和平发展总体有

利。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

国际竞争更加激烈。

全国人大代表刘捷说，经过这次金融

危机，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虚

拟经济的缺陷暴露无遗，为此提出“再工

业化”战略，把争夺重点重新转向实体经

济特别是制造业。这对我国外向型制造

业的压力不言而喻。

“中国强大了，各方面受到的牵制也

更突出。”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说，目前，

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前夜，新一轮全球竞争正在展开，我们必

须在面对压力、应对挑战中继续抓住机遇

不放松、用好机遇促发展。

共识已然达成，关键在于行动。来自

辽宁省凤城市凤山区大梨树村的毛丰美，

曾以一个“干”字总结中国的发展精神并

因此闻名遐迩。面对如何应对新机遇新

挑战的问题，这位 62 岁的基层代表还是

用特有的朴实话语作答：“认准了，那就

干吧！” 据新华社

在应对挑战中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