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21日 星期五
统筹：胡田野 美编：宋笑娟 校对：一广 A13看点NEWS

■预告

流淌过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华文明屹
立世界潮头。

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的文化自信，为
新时期的文化改革指明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高擎民族精神火炬，

吹响时代前进号角。为我们的人民昭示
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
光明的未来。

传承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讲好
中国故事。

中国出版业、演艺业、影视业，如何从
高原走向高峰？

以人民需求为导向，五年中，普通老
百姓享受到哪些文化改革成果？

面对全新舆论格局，中国媒体融合之

路走向何方？
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

国文化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展现魅力？
今晚，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

到底》第五集《延续中华文脉》。据央视

今晚播出第五集《延续中华文脉》

（上接A12版）

【解说词】
2016 年6月2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

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
见》，这标志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全面启动。

可以说，这场变革推动的速度，就是和生命赛
跑的速度。幸运的是，已经关押在看守所四年之
久的卢荣新赶上了这一场变革。

2016年，卢荣新的一纸上诉状摆到了云南高
院法官汤宁的面前。

汤宁发现，卢荣新案存在诸多疑点。作为一
起强奸杀人案，警方在被害人身上没有提取到卢
荣新的任何生物痕迹，认定卢荣新有罪的主要证
据是遗留在现场的一把锄头。这把锄头被认定是
凶手掩埋尸体的工具，有鉴定书证明在这把锄头
上检验出了卢荣新的DNA。

这份给卢荣新定罪的最为关键的证据，放到
法律的准绳下，却经不起推敲。

【同期】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汤宁
这把锄头是在案发现场的小河中提取到的。

它（DNA）是一个水溶性的物质。在这种情况下能
提取到DNA，就很让人感到有一些疑惑。

【解说词】
鉴定书上提供的锄头擦拭物基因图谱，与卢

荣新的基因图谱几乎是严丝合缝。鉴定专家认
为，在河水浸泡过的锄头上不可能提取到这样清
晰的DNA图谱。

法官汤宁要求对锄头重新进行鉴定。公安部
物证鉴定中心的结果是，这把锄头上没有卢荣新
的DNA。

那么当时的DNA鉴定结果是怎样得出的呢？
【同期】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汤宁
我们从卷宗中发现，对于这个DNA的鉴定检

材的提取，有最少三种以上不同的说法。最终是
哪一种说法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解说词】
由于警方一直没有给出合理解释，卢荣新案

中的DNA证据，最终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
随后，卢荣新案的定罪证据只剩下了口供。

八份口供中，只有一份是有罪供述。然而，这份口
供对应的同步录音录像，却只有画面，没有声音。
这样的证据，按照规定，也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

【同期】审判长
原判认定卢荣新故意杀人强奸的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卢荣新有罪，依法予以改判。
【解说词】
对于45岁的卢荣新来说，这一次蒙受冤屈让

他失去了四年自由。“以审判为中心”，让他最终找
回了清白，重归无罪之身。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司法系统依法纠正重
大冤假错案34件，涉及54名当事人。

而司法改革环环相扣，在不断向纵深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仅对审判环节提
出了要求，更促进了公安执法的规范化。今天，公
安机关取证过程必须规范，这样才能在庭审时经
得起检验。

【字幕】浙江 乐清
【解说词】
2014 年 7 月，浙江乐清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

诈骗案件过程中，被告人尹贵当庭翻供，声称自
己身上有伤，是受到了刑讯逼供才作出了有罪
供述。

对此，主审法官要求办案民警陈晓庆出庭作
证，说明情况。

【同期】浙江省乐清市民警 陈晓庆
刚开始有一点蒙了，不知所措。侦查破案过程当

中，是我们去讯问犯罪嫌疑人。在庭上的话，是我们要
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要被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

【解说词】
根据法院审理需要，侦查人员出庭证明结果

真实性与过程合法性，这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
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同期】浙江省乐清市民警 陈晓庆
犯罪嫌疑人身上的伤，是在逃跑过程中被草

丛划伤的。
【解说词】
抓捕录像表明，尹贵身上的伤，是在逃跑过程

中，抗拒抓捕导致。法庭对尹贵所称遭到刑讯逼
供的辩解不予采信。

【同期】浙江省乐清市民警 陈晓庆
幸亏还有一个资料。如果没有这个资料，因

为我们没法子作出一个正面的解释。
【解说词】
这件事让陈晓庆和同事们认识到执法记录仪

的重要性，执法记录仪，对他们的执法行为，既是
约束，又是保护。

2016年6月，公安部出台《公安机关现场执法
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明确了公安民警6类执法
现场应全程记录音视频，全国一线民警普遍配备
了执法记录仪。

埋藏在这些记录仪摄像头背后的，就是两个
字——公开。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司法公开成为了诉讼
制度改革中又一个重大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司法系统大力推进审
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截止到
今年2月，中国裁判文书网访问量突破62亿人次，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网。

以公开促公正，有力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围绕“审判”这个中心，锚定诉讼制度的短板，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完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
约机制、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诉调对接，一系列改革
措施从顶层陆续推向了基层。

法庭，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上的最后一个关口，
正在改革的“破”与“立”中，成为守护公正的一扇
铁壁。

【字幕】2015年3月24日 北京 十八届中央
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

【解说词】
2015年3月25日，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样一

条消息，十八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二十一次集体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中提出，“司法体制改
革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司法体制改
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司法
改革“为谁改”和“往哪儿改”，给出的定盘星。

【字幕】2006年 浙江
【解说词】
早在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

提出建设法治浙江，他把法治浙江的核心价值追
求定位为四个字——“法治为民”，老百姓关心什
么，法治就要在哪里落脚。

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公正司法、造福人民
这一价值定位从未改变，一脉相承。

司法便民利民改革，与司法责任制改革、诉讼
制度改革一起，构成了新一轮司法改革的“三驾马
车”。便民利民，就要毫不含糊、实实在在地对准
百姓心中的难点和痛点去改。

立案难，这曾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头号难
题”。因为难立案，很多老百姓遇到了矛盾纠纷，
最先想到的不是找法，而是上访。

2015 年，全国法院同时展开立案登记制改
革。改革的要求很重要，也很简单——“有案必
立、有诉必理”。

2015年5月4日，这是立案登记制实行后的第
一个工作日。律师吕中旭拖着一个拉杆箱来到北
京朝阳法院立案大厅。箱子里装的是积压了几年
都立不上的案子，一共有208件。

法院当场全部立案受理。
【同期】北京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吕中旭
来的时候也没想着说能把200多个案件都能立

了，预期没那么大，想着二三十个可以立上也可以。
【解说词】
目前，北京朝阳法院平均每天立案500多起，

平均用时十分钟。

【同期】立案群众
很方便这个。进去以后拿号，拿完号以后排

队，然后查完资料就可以立案了。
【同期】立案群众
以前立案特别难，但是现在立案很容易。有

案就立，有案就审，真是挺好的，我觉得挺正义的。
【解说词】
如今，在上海浦东法院，通过二维码就能自助

立案。在福建、浙江，为方便群众打官司，全省范
围内都实现了异地立案服务。

执行难，也是困扰百姓的司法“老大难”。因
为执行问题，有些老百姓甚至把法院的裁判文书
称为“盖着官印的白条”。而就在去年，一项政策
的出台，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49岁的河南省三门峡市建筑承包人老秦，承
包了王某的建筑工程。没想到工程结算的时候，
王某却开始打起了太极。到2008年，老秦一纸诉
状将王某告上法庭，官司胜诉了，王某却拒不执
行，老秦只能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同期】申请执行人 老秦
在官司没有结束之前，外边到处都欠着账，每

年到春节要账的，干啥的，打电话赖家里坐着不走
了，甚至还有更强硬点，还有野蛮点的。这日子确
实不好过。

【解说词】
2016年，老秦在病床上接到法官的电话。难

得一见的“老赖”代理人，竟然主动上门要求还款。
这让老秦又惊又喜。
这一年的6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

改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
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
建设的意见》。惩治“老赖”的37项措施一出台，就
被评价为有史以来规格最高、范围最广、惩戒最严
的整治“老赖”措施。

这些措施成为了执行法官的杀手锏。法官将
“老赖”王某列入了失信黑名单，限制其一切高消
费活动。王某当时正在南极旅游，因为无法购买
返程机票，被困在了南极。

这一次，“老赖”希望解决问题的心情，比申请人
老秦还要急迫。经过协商，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协
议，老秦终于拿到了十年前应得的177万工程款。

【同期】申请执行人 老秦
从第一次起诉到现在，到执行结束八年多

了。八年，你想，人一辈子工作时间，满打满算，不
超过四十年。人生的五分之一就没了。

【解说词】
截至2016年底，全国已累计公布失信被执行

人 589 万例。一大批“老赖”被限制乘飞机、坐高
铁、住星级酒店、担任公职等。迫于压力，老赖们
纷纷主动履行义务，执行难得到了有效缓解。

【字幕】贵州 锦屏
【解说词】
清水江是贵州省境内第二大江流，江水原本和

它的名字一样清澈透明。然而近年来由于一些化工
企业违法排放污水、废渣，清水江局部水域遭到污染。

眼看着江水一天天浑浊，住在江边的老百姓
却束手无策。2015年，几位检察官的到来，给事态
的发展带来了转机。

2015 年7月1日开始推进的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制度改革让检察院多了一个新身份：公益
诉讼人。有了这个新身份，检察机关发现行政机
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可以提起公益诉
讼，追究其法律责任。

【同期】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厅
长 郑新俭

通过提起诉讼的这样一个督促，有效地使行
政机关能够意识到自己要依法行政，要维护国家
和社会公共利益，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解说词】
2015年，贵州锦屏检察院在完成调查取证后，

向锦屏县环保局发出了督查整改的检察建议。但
两次检察建议发出后，县环保局仍未履行职责。
于是，检察院一纸诉状将环保局告上了法庭。

【同期】福泉市人民法院法官
被告锦屏县环保局怠于履行行政职权的行为

违法。
【解说词】
法院判决后，锦屏县环保局立即开展了整治

行动，同时也对全县达不到环保要求、不具备生产
条件的企业，全部进行停产整顿或取缔。

【同期】村民
水比较清澈，鱼比较多了。
【同期】村民
这条清水江已经变清了，我们就安心了，群众

的生活，其他都安心了。
【同期】人民陪审员 马仲兰
原告的父母没有生活来源，这个有没有相应

的证据？
【解说词】
66岁的马仲兰担任陪审员工作已经多年。退

休之前，马仲兰是一名出版社的编辑，她在这个领
域的专业知识和多年的生活经验，曾经给法官办
案带来了很大帮助。

人民群众是司法改革的受益者，人民群众也
是司法改革的参与者。

为了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中央深改
领导小组先后推出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和人民
监督员制度改革，通过改革选任办法和扩大陪审
案件、监督案件的范围，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对司
法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审议通

过，它标志着中国民法典时代正式开篇。从《民法通
则》到《民法总则》，这一字之变，承载的是几代人的夙
愿。全面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每一项合法权益，这是依
法治国的时代强音庄严发出的百姓权利宣言。

【解说词】
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追风踏浪，如今已

经船到江心。不是小修小补，不怕伤筋动骨。这
是一场广度、深度、难度远超以往的司法改革。

改革的成效要交给人民评判。司法改革三年
来，“两高”工作报告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赞成率不
断攀升，2017年同时获得了91.83%的赞成率，双双
创下了历史新高。这折射着民意的表决器，给出
的是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感受。

为什么这场波澜壮阔的司法体制改革能够取
得历史足以铭记、老百姓十分有感的成效？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司法规
律，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正是这

“四个坚持”，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人民心田，让
老百姓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

【字幕】2017年5月3日 北京 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中国政法大学

【解说词】
今天的梦想，就是明天的未来。2017年5月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在五四
青年节前夕，选择与政法大学的师生面对面交流，
意味深长。

【同期】习近平总书记
希望你们能够珍惜现在的学习时间，开足马

力，好好学习，我对你们充满了期待。
【解说词】
在与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和法学专家代表座谈

时，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事关”论述了中国法治
建设的时代使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
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信仰法治、坚守法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党的历史
上第一个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开启了中国法治
的新时代与新高度。司法体制改革作为全面依法治
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唤
和声共振，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同步向前。

让法之所向，成为民之所盼。
在当下的中国，司法改革的每一个步伐，正如雕刻

师手中的刻刀，将“公平正义”的信仰，深深地雕刻进时
光的年轮，雕刻在人民群众的心中。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