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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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听取和审议“两高”工作报告

去年1200名潜逃官员被抓

去年查处268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
报告摘编：见左图。
全国人大代表程惠芳认为，从近年基层检

察机关的办案情况看，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在
一些部门和领域仍然易发多发，涉农职务犯罪
等发生在基层的案件呈增多趋势。

去年批捕952583人
报告摘编：去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

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 952583 人，提起公诉
1143897人，分别比上年增加3.5％和5.7％。

全国人大代表张文显说，其实，老百姓在生
活中最痛恨黑恶势力组织。他们欺行霸市、欺
压乡里，必须依法严厉打击。

对超期羁押提出纠正意见181人次
报告摘编：强化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法律

监督，重点解决超期羁押和减刑、假释不当等问
题。落实羁押期限届满提示、超期羁押责任追

究等制度，对超期羁押提出纠正意见181人次，
比上年增加 112.9%。依法监督纠正减刑、假
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4990人，增加34.6%；对
侵犯被监管人合法权益等问题提出纠正意见
11660件次，增加85.6%。

“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关，更应当把监督法
律的实施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履行好这个职责就
要求检察机关要有敢于监督的精神和善于监督
的水平。”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表示。

为保4万亿先打“预防针”
报告摘编：2009 年，要严肃查处和积极预

防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等建设项
目审批和资金管理使用中的职务犯罪。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4万亿元资金去向
如何？许多代表委员不禁对此表示担心。“这次
各级政府投资数额巨大，如果监管不到位，很容
易滋生腐败。”内蒙古代表团的朝克代表认为，
对政府投资，“非常有必要进行预防监督”。

判处罪犯1007304人
报告摘编：去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案件

10711275件，审结、执结9839358件，同比分别上
升10.91％和11.17％。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刑
事案件768130件，判处罪犯1007304人，其中，判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罪犯159020人。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去年全
国法院受理案件创历史新高。这也说明我们国
家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

法院随时受理“三鹿案”
报告摘编：针对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

雪冰冻灾害、“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和
“婴幼儿奶粉”等突发公共事件，及时制定司法
应对措施，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主动配合
做好救灾、灾后恢复重建和事件处理工作。

沈德咏：目前，受到问题奶粉不同程度损害
的30万婴幼儿的家长绝大多数都已接受企业赔
偿。也有少数患儿的家长没有接受赔偿，准备向
法院提起赔偿诉讼。人民法院随时会依法受理。

黄松有案仍在调查
报告摘编：针对法院队伍中发生的严重违

纪违法案件，最高人民法院首先在机关内部认

真排查、重点整治容易滋生腐败的岗位和环节。
沈德咏：黄松有是最高人民法院历史上因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查处的第一个大法官，
问题发生后影响重大。目前该案的调查工作仍
在进行中。王胜俊院长说：“必须以最大的决
心、最大的力度、最硬的措施严肃查处违纪违法
案件，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三农”案件猛增
报告摘编：一年来，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土

地承包经营权、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给等
涉农案件232615件，标的额45.28亿元，同比分
别上升35.81％和29.04％。

涉及农民工的案件，报告提出，“加强对农
民工特别是返乡农民工维权案件的审判工作，
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

集中清理，破解“执行难”
报告摘编：全国各级法院去年执结案件

2225419件，执结标的额同比上升33.31％。
清理执行积案活动会不会“一阵风”？很多群

众对此表示了担心。“要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
全国人大代表公丕祥说，要建立健全覆盖执行工
作全过程的监督制约体系和工作责任体系。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去年4名省部级官员被查办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黄松有案影响重大仍在调查

1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
将举行代表团全体会议、代表小组会议，审议

“两高”工作报告。
11日上午，出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

的政协委员将分组讨论“两高”工作报告和各项
决议草案。上午还将举行主席会议，听取小组讨论
情况的综合汇报。下午将举行政协第十一届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新华社电

审议讨论
“两高”报告

两会专递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
限公司董事长郑杰：大多数企业认为社会责任
是种“慈善”行为。我希望通过立法，使履行社
会责任成为所有企业的刚性标准。

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法 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立法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龚佳禾：如果犯罪者与受害者之间能达成和解，
会更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社会和谐。建议对刑事
和解进行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