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9日，长兴县林

城镇吴岕村周家老宅内，

村民们正带着孩子们做

枣饼。

20日是大寒，村里有

大寒节气吃枣饼的习俗。

蒸好的枣饼上印着喜庆的

喜字、福字和寿字等，寓意

来年甜甜蜜蜜、健健康康、

风调雨顺。

通讯员 王徐超 摄

大寒吃枣饼 甜蜜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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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宗昊 李洁

本报讯 1月19日上午，省法院工作报告和省检察院

工作报告新鲜出炉（详见2、3版）。下午，省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围绕两院工作报告展开了讨论，说体会、提建议，争

相发言，气氛热烈，有些代表团的讨论现场甚至出现了“延

时”。

“上午聆听两院工作报告后，感觉报告既有力度也有

温度。”省人大代表、浦江县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

科长黄婷婷说，特别是报告中写到省检察院加强未成年

人、残疾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保护，“这让我想起之前发

生在我们浦江的一起案子。”

“一个未婚妈妈将刚出生的儿子从四楼扔了下去，当

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黄婷婷记得，万幸的是，婴儿小宝

只是受了轻伤，经过治疗后并无大碍。小宝的妈妈则因涉

嫌故意杀人罪被公安机关移送浦江县检察院审查逮捕，之

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案子判了，可孩子该何去何从？事发后，有400多个

家庭有意领养小宝，检察官经实地走访，最终为小宝确定

了一户浦江本地家庭。让黄婷婷印象深刻的是，检察官告

诉她，之所以选择那户家庭，是因为检察官在多次没有事

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造访，结果发现那户家庭虽朴素，但

给小宝喝的却是进口奶粉，“对于孩子来说，一对有爱的父

母比什么都重要”。最终，在各方的帮助下，小宝得以成功

落户。

如今，小宝已经5岁了，检察官一直关注着他的成长，

黄婷婷经常能从检察官那里得知小宝的近况，“小宝茁壮

成长，我也由衷地为检察院点赞！”

“两院工作报告提到的很多内容，我都有亲身体验。

特别是报告里写到的数字化建设，我非常有代入感。”省人

大代表、浙江现代阳光律师事务所主任冯秀勤感慨地说。

如今在浙江，率先迭代升级的“一体化办案办公平台”

实现了106家法院、15万名干警在同一平台上办案办公，

整合了浙江法院原有的84个业务系统，实现了从“碎片化

应用”到“一平台通办”、从“传统线下办案”到“全流程网上

办案”的转变。

有着30年律师从业经历的冯秀勤说，报告中提到“在

线阅卷服务6万余件”，“其实，在我们律师的实际工作中，

受惠的可不单单只是阅卷，数字化改革之下，案件移送通

知等以前大家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数字化平台的出现，使得如今的办案手段就如同报

告中说的那样，‘让老百姓无论身处本地外地还是境内境

外，均可通过有线无线的方式完成所有诉讼事务’。”冯秀

勤说，如今庭审笔录也可以在线上签署，有效解决了疫情

防控的难题，“再比如破产重整案件，债权人会议经常有几

百人参加，有了一体化办案办公平台，方便又快捷。”

“过去一年，我省法院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2.2万

件；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判决赔偿总额10.2亿元；加

大对侵犯商业秘密等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对11人作出

有罪判决，同比上升57.1%，实刑率72.7%。”省法院工作报

告中的这组数据，省政协委员辛涌读了好几遍，竖起了大

拇指。

一直以来，辛涌都很关注浙江省的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在相关调研中，我们发现，企业对于商业秘密格外看

重，特别是一些制造业的企业，产品设计易被仿制，很需要

知识产权保护。但是，目前对于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

相对于侵权所得的收益，威慑力还是不够。”辛涌说，知识

产权保护在科技创新中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必须把知

识产权保护落到实处，才能更好地激发创业创新的激情。”

对此，他建议，开展系列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在全

社会营造良好氛围；继续加大知识产权侵权损害惩罚性赔

偿力度和对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处理力度，强化震慑

作用。

浙江为公共数据立法，引来叫好声一片

代表委员热议两院工作报告

“很多内容，都有亲身体验”

本报记者 李洁 胡宗昊

本报讯 审议表决《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草案）》（以

下简称草案），是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的一大亮点。草

案对公共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共享、开放与利用、安全

等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数字化改革奠定扎实底座。

“公共数据不仅涉及公共管理与服务机构，也涉及到

个体与企业。相关立法对于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

组织数据方面的合法权益都将意义重大。”过去几年，省

人大代表、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发展与战略委员会主任

李旺荣一直关注着数据领域的公共政策问题，并且在草

案制定初期就多次参与立法调研。

近年来，国家

层面连续出台一

系列关于数据安

全和网络安全的

法律法规，包括网

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浙江作为数

字强省，也在不断推进数字方面的立法。不过，在调研中，

李旺荣发现，仍有些部门对于公共数据开放的重要性缺乏

必要认识，不愿将掌握的数据与其他部门及公众共享；在

制度建设上，虽然旨在推进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性文件频

繁出台，政策导向明显，但缺乏配套的刚性制度约束。

“草案明确了公共数据的范畴，同时对公共数据的采

集、存储等也提出了明确要求。”李旺荣说，草案中还提到，

网信、公安、保密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公共数据安

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现在很多问题都比较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有

序开放、权属更加清晰、安全更有保障的环境下，加速数据

的流通，从而更大程度推动创造、释放数据的内在价值。”

李旺荣非常期待。

这部法律同样引起了委员的高度关注。省政协委员、

台州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台州市委会主委曹羽欣喜地发

现，草案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同时提

出了多项保障数据安全的措施，“例如草案强调了谁收集

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运行谁负责，相当于落实了公共

数据安全的主体责任，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用户对隐私

泄露的担忧。”

“今后，APP运营商在采集数据时，要承担什么责任、会

受到什么限制，以及用户在使用时要注意什么等等，各方面

的行为都会得到规范。相信随着这部地方性法规的落地实

施，个人信息的安全保障性会更大，安全感也会越来越强。”

曹羽说。

1月21日，大会将对《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草案）》进

行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