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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提升未成
年人关爱服务水平；加强家庭建设……“十四
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为我们
勾勒了一幅未来和谐社会的新图景。

妇女儿童的权益保障，离不开法治的倾情
护航。8日提请审议的两高报告中，“促进和谐
家庭建设”“倾情守护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
等内容占据重要篇幅。

不断完善的法治，让妇女儿童的“护身符”
越来越多。面对侵害应该怎么维权？代表委
员“支招”了。

关键词一：
对家暴“零容忍”

“家暴”不是家务事。5年前施行的反家庭
暴力法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为家暴受害者提
供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0 年
人民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2169 份，探
索将家暴防治延伸到婚前、离婚后及精神
暴力等情形。多地法院完善反家暴联动机
制，筑牢妇女、儿童等群体免遭家庭暴力的

“隔离墙”。
眺望未来，目标明确。纲要草案提出，要

“严厉打击侵害妇女和女童人身权利的违法犯
罪行为”“加大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力度”。

“反家暴法实施 5 年以来，在保护妇女儿
童权益方面取得不小成绩。”全国人大代表、山
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办副主任张晓
庆表示，各地法院虽然已经陆续运用实施人身
安全保护令制度，但总体来看适用范围还较
小，应当加强该制度实施力度。

“家暴常常发生在隐秘的家门内，很难被
发现。”张晓庆认为，要进一步完善包括公安、
法院、街道社区等在内的联动机制，及时发现
家暴苗头、化解家庭矛盾、调解家庭纠纷，更好
地预防家暴事件发生。

“向家暴勇敢说‘不’！”主演了电视剧《不
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副院长冯远征呼吁，不要让美丽的生
命因为家暴而凋零，面对伤害要选择“零容
忍”。

关键词二：
斩断伸向孩子的“魔爪”

近年来，一系列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
牵动人心。纲要草案明确，“严厉打击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保护孩子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从严
追诉性侵、虐待未成年人和拐卖儿童等犯罪
5.7 万人；支持起诉、建议撤销监护人资格
513 件……两高“成绩单”背后，流淌着法治
的温情。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挑战法律和社会伦理
底线。如何斩断伸向儿童的“魔爪”？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贾宇表示，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类型、特
点，浙江检察机关探索出了教职员工入职前查
询违法犯罪记录等经验，已被新修订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吸收。

“制度的建立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检察机
关第一时间发现犯罪线索、固定客观证据，有
助于检察机关和有关部门及时开展保护救助
工作，避免未成年人受害者遭受二次伤害。”贾
宇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
所创始合伙人律师刘红宇建议，一方面要建
立儿童性侵调查干预机制，对性骚扰未成年
人等问题及时介入干预；另一方面，要将相关
课程纳入学生必修课，提高未成年人反性侵
的意识和能力，对未成年人的家长也要强化
相关学习辅导。

关键词三：
打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一到假期，网络和广告牌上，以未成年人
为目标群体的广告就开始“洗脑轰炸”，让人防
不胜防。

“目前市场上面向中小学生的学习App数
量众多，不少都暗存不良信息、内置游戏。此
外，未成年人打赏网络主播等问题频发，应进
一步加强监管。”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大
学公管学院教授马一德说。

两高报告也提出了网络秩序综合整治、加
大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力度等内容。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胡旭晟
建议，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将不适宜面向学龄前儿童发布的各类在线教
育广告和“小学化”课程项目全面下架，确保学
龄前儿童按规律健康发育成长。

全国人大代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
长雷冬竹表示，近年来，从立法到司法层面，
相关部门加大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力度，
全社会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意识空前提高，
表明我们国家的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都在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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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消费表现会如何？我国在扩大
开放方面将迈出哪些新步伐？8日举行的全国
两会“部长通道”上，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回应了
商务领域热点问题。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 年我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下降 3.9%，为 39.2 万亿
元。如何判断今年的消费走势？

在王文涛看来，随着我国对疫情控制持续
向好，经济复苏持续向好，以及一系列援企纾困
政策持续发力，今年消费预计将呈现恢复性的
快速增长。

5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立足国内大循环，协同推进
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依托国内经济
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并明确，稳定和扩大消
费。

“商务工作联通国内国外，是国内大循环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

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起着重要作用。”王文
涛说。

他表示，未来商务部在扩消费方面，将升级
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创新消费平台，改善
消费环境。比如，改造提升步行街，打造特色商
圈，鼓励建设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等，让消费下
沉，解决消费“最后一公里”问题，真正方便老百
姓。

再比如，在乡镇建立商贸中心，实现电商全
覆盖，鼓励和引导商贸流通企业下沉服务农村，
以更好扩大农村消费。

“商务工作涉及流通和消费，在畅通国内大
循环方面大有可为。”王文涛说，关键是紧紧扭
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
理，立足于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努力扩大消
费，把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变成国内经济发
展的主引擎和吸引国外资源要素的引力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质。新的一年，我国对外

开放如何迈出新步伐？
王文涛用几个“更”字来概括——开放大门

更大，开放平台更实，开放环境更优，开放合作
更深更广。

他表示，商务部未来将进一步缩减外商投
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以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为平台，逐步走向
以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为主的制度型开
放；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尽
早生效实施、中欧投资协定签署……

关于RCEP生效实施，王文涛表示，商务部
正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技术准备方面工作，
以确保协定生效时可以马上实施。商务部还将
加大对协定的宣介培训力度，确保协定能真正
惠及企业、造福百姓。

“畅通双循环，更重要的是推动高水平开
放。”王文涛说，在此基础上，促进双循环走向良
性循环，即产业相融、市场相通、创新相促、规则
相联。

保护“半边天”呵护“少年的你”
未来我们怎么做？

扩消费如何发力？高水平开放咋推进？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回应商务领域热点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采访。

8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
两高报告，交出一份满满的成绩单。扫黑除恶

“打伞破网”、严惩腐败守护平安、加强民生司法
保障……一串串数字勾勒出法治中国建设的亮
点。

守卫你的安宁

法治，捍卫国家长治久安。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到反腐败斗争，司法机关重拳出击，保卫
社会秩序，守护你的安宁。

——检察机关共起诉涉黑涉恶犯罪 23 万
人；其中起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5.4万人，是前三年的11.9倍。

—— 人 民 法 院 审 结 涉 黑 涉 恶 犯 罪 案 件
33053件226495人，其中重刑率达到34.5%。

——孙小果、陈辉民、尚同军、黄鸿发等黑
恶势力犯罪组织头目依法被判处死刑，一批涉
黑涉恶犯罪分子受到法律严惩。

在持续深入的反腐败斗争中，严的主基调
没有放松。过去一年，人民法院审结贪污贿赂、
渎职等案件 2.2 万件 2.6 万人，其中被告人原为
中管干部的12人。

利刃出鞘，让公平正义更闪耀。检察机关
对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保持高压态势，核
准追诉“南医大女生被害案”等35起陈年命案；
各级法院依法快审快结涉疫犯罪案件 5474 件
6443人，对杀害防疫工作人员的马建国等人依
法判处死刑。

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2020 年全国法院审
结一审刑事案件 111.6 万件，判处罪犯 152.7 万
人，总体呈现下降态势。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
有力净化了社会环境，极大增强老百姓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国人大代表、成都经典
汇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艺委会办公室主任徐萍表
示，在接下来的扫黑除恶常态化过程中，要更注
重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村霸”问题，守护好
群众的生活秩序。

维护你的权益

群众生活的“小问题”，关系着“大民心”。
检察机关办理涉窨井盖刑事犯罪 106 件，

办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7万件；
人民法院审结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民生案
件134.7万件……2020年，司法机关用心维护你
的权益，守护“头顶上”“舌头尖”“脚底下”的安
全。

老赖欠债“执行难”？人民法院出台意见从
源头解决执行难，持续提升执行信息化智能化
水平，网络查控案件1464.5万件，网络拍卖成交
金额4027亿元。

农民工“讨薪难”？多地法院开展根治欠薪
专项行动，帮助农民工追回“血汗钱”206.1 亿
元，依法审理工伤、医保、社会救助等案件，维护
劳动者权益。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
省长沙市工会兼职副主席张晓庆说，高空抛物、
窨井盖安全、假冒伪劣食品等民生问题，与群众
获得感息息相关。司法机关积极回应群众关
切，主动出击消除公共安全隐患，体现了对人民
利益的重视，彰显了司法为民的理念，也提升了
社会治理的水平。

温暖你的人生

还有一些数据，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更多隐
秘的角落。

人民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2169份，为
家暴受害者提供安全“后盾”；检察机关会同中
国残联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让残障
人士放心出门；对因犯罪侵害等致生活陷入困
境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应救尽救”，救助3.2万
人4.2亿元……

法治的温度，就是当你陷入困境时，向你伸
出的那一双制度之手。

取快递被人偷拍发到网上造谣，结果造成
“社会性死亡”，是否应该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这是杭州一位女士最近的遭遇。最高检抓住这
个典型案例，指导浙江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
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罪立案侦查，自诉转公诉，
为受害人维权“撑腰”。

人民群众的诉求在哪里，司法机关的目光
就聚焦到哪里。过去一年，全国检察机关新收
到群众信访92.7万件，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
答复率达 99.8%。人民法院全面构建一站式多
元解纷机制和诉讼服务机制，2020年诉前成功
调解 424 万件民商事纠纷，全国法院全部开通
网上立案功能，网上立案申请超过一审立案申
请总量的54%。

法治中国的新气象，体现在一个个小案的
办理中，体现在一系列便民改革举措中。

“信息时代的发展，带来网络空间治理等新
情况新问题。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要更加关
注社会领域相对‘隐性’的违法犯罪，加强研究
判断，更好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全国人大代
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说。

两高亮出成绩单
感受数据里的法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