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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徐甫俊

3 月 7 日，周强院长、张军检察长分

别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两高”工作报告不仅是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过去五年主要工

作的全面回顾，也是法检系统过去五年

重要成绩的全景扫描，更是中国式现代

化大场景中法治中国“以人民为中心”

壮阔画卷的全息呈现。

一宗宗司法案件、一个个法治实

践，“两高”工作报告的字字句句彰显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的价值追

求，无愧“人民”二字，不负人民之

期；“两高”工作报告交出“以法治之光

答好人民之问”的亮眼司法答卷。

让“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让

人民群众不被刺痛。从依法改判并核准

百香果女童被害案被告人死刑，到协同

公安机关以专项行动深挖历史积案、起

诉拐卖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

从联合信用惩戒体系让失信被执行人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到执结执行案

件 4512.1 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9.4 万亿

元，依法严惩犯罪人的公正判决告慰被

害人，紧追不放失信人的严肃执行回应

权利人。无论是贯彻罪刑法定、证据裁

判等原则，对 2675 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

2097 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

还是坚持疑罪从无、有错必纠，对 10 件

原判 10 年以上的重大冤错案件提出抗诉

或再审检察建议、均改判无罪，不让无

辜者遭受无妄之灾、不让无罪者无法沉

冤昭雪。

让“相关人”感受到公平正义，让

人民群众没有困扰。从依法助力稳经济

增信心到依法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从维护家庭和谐幸福到监督、支持依法

行政，消费、就业、居住、生活、社会

保障，每个人都是场景下的单一个体，

又都是团体中的具体一员。法检两院以

坚实行动昭示：法治不会容忍一个人、

一类群体因“身单力薄”而权利无法得

到实现。无论是依法惩治危害群众切身

利益的犯罪，还是依法维护公共安全，

从食品到药品，从医保到养老，从头上

安全到脚下隐忧，法检两院以有力作为

昭 示 ： 法 治 不 会 容 忍 因 生 活 琐 事

“小”、个案人数“少”而权利无法得到

保障。

让“全体人”感受到公平正义，让

人民群众更有信心。从依法惩治腐败犯

罪到积极促推依法治网，从依法维护市

场公平竞争到公益诉讼守护美丽中国，

贪污腐败、恶意竞争从来都是广受关注

的热点问题，网络空间、生态环境日益

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领域，切中全体人

民利益、触及全体人民底线；法治实践

坚定地回答：贪污腐败绝无逃避严惩的

“护身符”，恶意竞争绝无规避追究的

“保险箱”，在网络空间中不会因为匿名

性获得不被管辖的“挡箭牌”，在生态环

境上不会因为公共性拥有不被惩处的

“避风港”。无论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还是坚持“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见义勇为、乐善好施、倡导文明、正当

防卫，从来在人民群众的朴素公平正义

观上不是问题，更不容在现实现场陷入

“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困

局；法治实践坚定地回答：面对矛盾冲

突、是非曲直，不回避、不含糊、不迁

就，定分止争、明辨是非、激浊扬清、

惩恶扬善，让善行无须犹豫、让好人不

被困扰。

中国国土面积幅员广阔、人口规模

数量庞大、转型变革深刻深远，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深水区”“无人

区”无可避免、无法回避。但是，有

“人民”这一最广泛基础、最深厚基石，

中国的法治之行从未因“风吹草动”而

摇摆，从未因“风吹雨打”而止步。

点点星火、汇聚成炬。法治中国的

“建设者”研精覃思每一宗司法案件，负

冀推进每一个法治实践，不断实现“让

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追

求，以法治之光答好人民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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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风
采

本报记者 江胜忠

这是黄美媚的第 6 次全国两会之行，作

为一名来自永康民营企业的一线职工，连任

全国人大代表的她对自己新的五年任期定

下了新目标。为此，她作了精心准备，将重

点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方面积极发声。

这次参加全国两会，黄美媚带来了 3 个

建议，都和未成年人教育有关，内容包括加

强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专门学校建设力度、预

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加强预防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数字治理等。

永康是个制造业大县（市），也是中国百

强县，拥有上千家规上五金制造等企业，有

“中国五金之都”之称，集聚了 50 万以上外

来人口。由此带来的未成年人教育问题日

益凸显。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黄美媚对这

一现象有了更多思考。2019 年，在她的积

极推动下，“全国人大代表黄美媚未成年人

关护站”在永康市检察院建立，这也是我省

首个人大代表未成年人关护站。黄美媚还

联合永康市检察院，制定挽救“失足少年”行

动计划，帮助因缺乏正确引导而导致被伤害

或走向犯罪的未成年人。她提出，以“检

察+公益”的方式，形成专业化、社会化、一

体化的未成年人关护模式。

作为永康市阳光爱心义工协会名誉会

长，黄美媚积极参与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公益活动。“我们发起的‘爱心收纳箱’活动，

曾为 167 名困难儿童家庭送去关爱。”但在

已为人母的黄美媚看来，相

对于物质上的帮助，孩子的

心灵建设更为重要，“对于未

成年人教育，加强源头预防

非常迫切。”

黄美媚介绍，因法律明

确规定对未成年人从轻从宽

处理，一些罪错未成年人并

未得到实质化的惩处和矫

治，甚至利用“年龄优势”反

复作案。根据当地司法机关

的 统 计 ，“ 问 题 少 年 ”中 约

80%为外来户籍未成年人，

普遍存在过早辍学或父母失

管、缺乏家庭关爱和缺失法

治教育等情况。“在家庭、普通学校没有能力

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约束的情况下，可

以由专门学校接手，提供专业化、系统化的

行为矫治方案。”黄美媚建议，要完善专门学

校立法，出台专门教育实施细则，规范教育

教学内容，保证专门教育质量和成效，“还要

提升社会知晓度，树立专门学校的正面形

象，专门学校不是集中‘坏孩子’的改造空

间，而是允许未成年人对自我认知不足和行

为偏差进行自我重塑的‘中途之家’。”

对于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问题，黄美

媚也有深入思考。她介绍，大部分未成年犯

文化程度较低，有的甚至连义务教育都没有

完成，缺乏基本的知识储备和劳动技能，难

以找到较为满意的工作，自身又没有回归校

园的意向和渠道，容易走上再次犯罪的道

路。以永康市为例，该市检察院 2018 至

2022 年受理的审查起诉案件中，有 31 名未

成年人重新犯罪。黄美媚认为，这和未成年

人法治意识弱、对法律缺乏敬畏、思想教育

和行为矫治不到位有很大关系。“建议帮教

矫治前置，杜绝违法向犯罪发展。对于实施

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的未成年人，不宜一罚

了之，可由公安机关进行跟踪监测。如利用

定期报到、追踪监督等方式掌握违法未成年

人的活动轨迹，通过要求他们撰写思想汇

报、参加公益活动等方式培植违法未成年人

的守法意识。”黄美媚说，“每个孩子都可以

有精彩人生，在成长道路上，需要全社会一

起关心、守护他们！”

人大代表黄美媚：

以法治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上接1版）

消除信息不对称
破解融资难题

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增强民

营企业干事创业信心，还要着力

破解长期困扰企业发展的融资难

题。

贺晗委员告诉记者，从他对

山西数据流量生态园区440多家

企业的观察来看，“融资难”是

民营企业目前普遍面临的问题之

一。“上市民企融资渠道相对通

畅，但仍有大量公司因无法对接

资本市场和股权融资，还是主要

依靠银行贷款这样的间接融资方

式。而银行贷款期限结构目前仍

存不合理之处，即短期贷款较

多，中长期贷款太少。‘倒贷’

成了不少民营企业每年都要做的

事。”

贺晗委员建议，一方面，提

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拓

宽广大民营企业的直接融资渠

道；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银行

贷款期限结构，鼓励金融机构给

民营企业发放更多长期贷款。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民营企

业面临融资难题，一定程度上是

因为很多民营企业自身信用信息

不完善，缺乏抵押担保资产，导

致银行“不愿贷”“不敢贷”，因

此必须着力解决银行与民企之间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民建中央建议，综合施策解

决信用体系不健全问题。完善民

营企业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体

系，为信用数据的收集、共享、

开放和信用信息的流通搭建制度

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财

政金融委员会主任、民建贵州省

委主委李瑶表示，民营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是老问题，对老

问题要有新思考、新举措。她建

议政府搭建综合服务平台，通过

解读、培训、指导等多种形式使

政策落地见效，让民企真正享受

到政策红利，增强发展信心。同

时，建立跟踪监督机制，“发布

—执行—监督”一体化推进，引

导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经营主

体“同频共振”，确保政策达到

预期效果。

“我看不到精彩世界，却能作出

精彩贡献！”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盲

人协会副主席王永澄向记者吐露心

声。图为王永澄在驻地房间用盲文

纸书写建议。

新华社 张辛欣 摄

盲文书写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