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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5 日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发 布 了

2021 年 1 至 6 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

据 。 数 据 显 示 ，今 年 上 半 年 ，全 国 检 察 机

关 共 受 理 审 查 起 诉 各 类 犯 罪 1102975 人 ，

案件总量已超过 2019 年同期水平，表明疫

情 防 控 常 态 化 后 刑 事 犯 罪 发 案 量 重 新 呈

上升趋势。

据介绍，1 月至 6 月，在刑事检察方面，

全 国 检 察 机 关 共 受 理 审 查 逮 捕 案 件

634924 人 ，同 比 上 升 77.7% ；民 事 检 察 方

面 ，受 理 民 事 监 督 案 件 124080 件 ，同 比 上

升 96%；行政检察方面，受理行政监督案件

26284 件 ，同 比 上 升 42.5%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方 面 ，受 理 案 件 线 索 89098 件 ，同 比 上 升

25.3% 。 办 案 过 程 中 ，同 步 开 展 公 开 听 证

30867 件 次 ，通 过 办 案 提 出 社 会 治 理 类 检

察建议 8427 件。

在各类犯罪中，经济
犯罪和网络犯罪案件数
量攀升

数据显示，2021 年 1 至 6 月，全国检察

机 关 共 批 准 和 决 定 逮 捕 各 类 犯 罪 嫌 疑 人

449045 人 ，同 比 上 升 59.4% ；不 捕 176776
人 ，同 比 上 升 1.4 倍 。 共 决 定 起 诉 796037
人 ，同 比 上 升 18.2% ；决 定 不 起 诉 133868
人，同比上升 34.8%，不起诉率为 14.4%，同

比增加 1.6 个百分点。

据统计，危险驾驶罪仍是起诉人数最多

的罪名，共起诉 173941 人。在各类犯罪中，

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案件数量持续攀升，共

受理 157053 人，占总体案件量的 14.2%，达

到近年来最高值。尤其是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 活 动 罪 起 诉 人 数 变 化 比 较 大 ，共 起 诉

37859 人，同比上升 3.8 倍，成为起诉人数第

六多的罪名。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罪名方面，刑

法修正案（十一）自今年 3 月 1 日施行以来，

全 国 检 察 机 关 共 对 触 犯 其 中 10 个 罪 名 的

2085 人提起公诉。其中人数较多的罪名有：

袭警罪 1444 人，催收非法债务罪 307 人，高

空抛物罪 108 人，危险作业罪 99 人，妨害安

全驾驶罪 88 人。

通过巡回检察重点
整治“纸面服刑”等司法
执法乱象

“检察机关在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过程中肩负双重角色、双重责任，既要坚决

整治自身存在的顽瘴痼疾，又要充分履行法律

监督职能，促进解决执法司法环节的顽瘴痼

疾。”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以刑

事执行检察工作为例，最高检组织 7个巡回检

察组开展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

此外，各地检察机关发挥巡回检察制度

作用，聚焦与检察履职直接相关的领域，突

出重点开展监督。今年上半年，针对六大顽

瘴痼疾之一的违法违规办理减刑、假释、暂

予监外执行问题，提出书面纠正监督意见

23507 人，同比上升 13.5%，被监督机关已纠

正 22025 人，纠正率 93.7%，同比增加 0.1 个

百分点，努力整治“纸面服刑”“提钱出狱”等

司法执法乱象。

全国检察机关持续加大立案侦查司法

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力度，最高检于今年

6 月份开展“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侦查百

日攻坚”行动。1 至 6 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

侦查司法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 1137 人，

同比上升 1.3 倍。其中，县处级以上 84 人，

同比上升 1.2 倍。从涉案罪名上看，玩忽职

守罪最多，为 321 人，徇私枉法罪 277 人，滥

用职权罪 244 人，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

监外执行罪 87 人，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

罪 40 人，五罪合计占 85.2%。

聚焦民生领域公益
损害问题，立案数同比上
升 83.8%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已有 4 年。

据介绍，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公益诉讼案件

持续上升，2021 年 1 至 6 月，共立案 79075 件，

同比上升 28.6%。从办案领域上看，生态环

境资源领域立案 43231 件，同比上升 19.5%；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立案 13871 件，同比上升

48.8%；国有财产保护领域立案 3154 件，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 403件。

最高检案管办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聚

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大局，聚焦民生领域公

益损害问题，积极稳妥拓展新领域，共立案

18390 件，同比上升 83.8%。比如，针对近期

安全生产事故多发现象，结合安全生产法增

设检察公益诉讼条款的要求，对涉及安全生

产领域案件立案 577 件。

此外，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的行

政检察工作质效全面加强。对行政审判活

动监督案件，提出检察建议 2708 件，同比上

升 92.3%；对行政执行活动监督案件，提出检

察建议 9163 件，同比上升 61.3%。在行政检

察工作中，践行穿透式监督理念，发挥“一手

托 两 家 ”作 用 ，提 出 社 会 治 理 类 检 察 建 议

2855 件。

深化未检业务集中
办理，强化未成年人综合
司法保护

民法典自今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全国检察

机关以贯彻落实民法典为契机，多措并举提升

民事检察办案质效。今年 1 至 6 月，在直接受

理的民事监督案件中，依职权受理 51814 件，

同比上升 1.2倍。民事检察部门把办理民事检

察监督与发现、移送违法犯罪线索有机结合。

1至 6月，在民事生效裁判监督中，移送犯罪线

索 255件，同比上升 23.8%。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明确确立了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

年人的诉讼活动、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预防工

作等开展法律监督的职责。今年 1 至 6 月，

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社会调查 27671
次，同比上升 92.3%；开展帮教回访、心理辅

导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等 形 式 的 特 殊 预 防 983
次，同比上升 27.5%。

同时，检察机关深化未成年人检察业务

统一集中办理，切实强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

保护。1 至 6 月，共受理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件 281 件，同比上升 1.4 倍，支持个人起诉 93
件，支持单位起诉 63 件，撤销监护权 124 件，

同比上升 1.6 倍。

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发布

聚焦民生领域 发力公益诉讼
本报记者 张 璁

（上接第一版）

走进寿光市稻田镇崔岭西村村民崔江元的大棚，

高科技设施随处可见。老崔打开手机上的 APP，指尖

轻点，棚顶的帘子缓缓拉开，“用上高科技，种菜轻松多

了，一座棚一年能收入 30 多万元。”目前，寿光的蔬菜

大棚物联网应用率达到 80%，第七代智能化大棚推广

数量达 3 万多座。

科技感满满的，不只是寿光蔬菜大棚。

在昌邑市柳疃镇青阜农业综合体，10 万亩麦田喜

获丰收。“控制中心一台电脑唱主角，收割机、打捆机等

300 多台（套）机械大显身手。”宏丰农机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孙德东说，“从土壤改良，到全程机械化，科技让盐

碱地变成吨粮田！”

在高密市大牟家镇丰俊种植专业合作社，一项水

肥一体化技术，让土地告别了“望天收”，合作社理事长

刘风俊算了笔账：“每亩地节水 30%以上，减少肥料

10%以上，可增产 15%。”

一项项技术赋能广袤的田野。目前，潍坊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达 6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 7 个百分

点。正是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潍坊农业跑出了“加速

度”。2020 年农业总产值突破 1000 亿元，居全省第一。

全市粮食总产量 85 亿斤，蔬菜产量、畜禽产量均占到山

东的 1/5左右，扛稳了“米袋子”“菜篮子”的责任。

谁制定标准，谁就拥有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

生产。

潍坊当年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解决的是小生产和

大市场对接问题。然而市场并非一成不变。新形势

下，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变为结构性

矛盾，需求升级了，供给如何跟得上？

“谁制定标准，谁就拥有话语权。”潍坊依靠标准引领，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减少低

端供给，拓展高端供给，打造放心农产品的“金字招牌”。

2018 年 7 月 12 日，由农业农村部和山东省政府联

合建设的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在寿光揭牌。

国家级质量标准中心的落地，集成了 2299 条蔬菜

产业链相关标准，启动 112 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研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蔬菜基地生产技术规

范》，填补番茄、黄瓜两个全产业链标准技术规范的国内

空白。一项项成果推动“潍坊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

“以前的‘寿光模式’重在输出产品和技术，现在，

我们更看重输出标准和体系。”寿光市委书记赵绪春

说，瞄准蔬菜产业“微笑曲线”，前端、中间、后端一体联

动，通过标准化生产，实现“人有我优”，这是“寿光模

式”探索出的新路径。

推广标准化生产，潍坊着力打造现代农业经营

体系。

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塑造标准化“领跑者”。

“把清晨的朝露带向傍晚的餐桌”，在中百大厨房

加工车间流水线上，一棵棵带露珠的蔬菜“穿”包装、贴

“品牌”，进入 700 多家城市商超。“车间连田间，我们的

供应链带动上游 100 多个基地标准化种植，保证产出

放心菜、新鲜菜。”公司负责人介绍。

目前，潍坊拥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836 家。它们一头连市场，一头连农户，串起一条条标

准化产业链，形成 10 个产值过 50 亿元的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带动农户 22.97 万户。

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壮大标准化“生产者”。

潍坊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

全市家庭农场数量达 8949家，农民合作社达 22.9万家。

“过去种菜按亩管，现在要数叶子、算日子。”种了

20 多年西红柿，寿光市于家村鹏远果蔬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高象鹏见识了标准的厉害，“咱照着标准干，西红

柿含糖量提升一倍，价格翻了番。”从凭经验到靠标准，

于家村的菜农纷纷加入标准化园区。

创新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标准化“服务队”。

在高密市宏基农机专业合作社调度中心的屏幕上，

农机数量、天气情况实时更新。“合作社托管 10多万亩土

地，从种到收再到卖全能管。”合作社理事长王庆伟说。

这是高密市“3 公里土地托管服务圈”的一个缩影。

依靠社会化服务，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地”难题，全市

土地托管面积 50 万亩，占到总耕地面积的 35.7%。标准

化生产落户田野，带动粮食作物每亩增收 400元以上。

质量有保障，潍坊农产品不断走向海外。安丘市

连续 7 年成为全国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备案出口蔬菜加工企业 163 家，推动主要农产品加工

转化率达 70%。在潍坊，500 多种农副产品及加工产品

出口到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提高了品质，擦亮了品牌。青州探索建立全周期

标准体系，推动银瓜生产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变。“有了

标准，青州银瓜的牌子更响了。”大关营银瓜合作社理

事长郇延庆说。

如今在潍坊，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

品认证成为新风尚。2020 年全市“三品一标”农产品总

数达到 1036个，这些无形资产积蓄起农业发展后劲。

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
塑造发展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

质导向，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农业质量、效益、整体素质。

1 斤大蒜卖几元钱，制成黑蒜后，一颗就卖到十几

元。在安丘市源清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线上，大蒜价

值实现提升。

“我们通过生物发酵技术，去除大蒜异味，保留营

养成分，制成的黑蒜成了市场青睐的保健食品。”公司

副总经理王秀珍介绍。一条条生产线让大蒜告别“洗

洗泥、扒扒皮”的原字号，变成蔬菜罐头、保鲜蒜泥等精

加工产品，让蒜农分享到更多增值收益。

农业如何向高效产业转变，这是潍坊迈向农业现

代化的又一个课题。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是三次产业简单叠

加，而是更加注重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和多元价值，推进

产业链相加、供应链相通、价值链相乘，实现全环节升

级、全链条升值。”田庆盈认为。

数字化赋能，为潍坊农业注入新内涵。

走进诸城市惠发食品有限公司展厅，点击“中央厨

房+智慧餐饮”，弹出一个个健康菜单：在学校，营养套

餐吃什么；在医院，患者食谱怎么配……针对不同场

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不同于以往的农产品加工，我们依托消费大数据，

打造产业联盟，搭建健康食材供应链平台。”公司董事长

惠增玉介绍，上游联结生产园区、种养农户，打造生态农

业；中游联合食品加工企业，建设智能中央厨房和共享

工厂；下游根据消费者需求，提供个性化营养配餐。“健

康”标准引领，实现了从田园到舌尖的全链条可追溯。

农业不再止于耕田养殖，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

穷。全市 1418 个休闲农业经营主体，542 个绿色美丽

牧场，让一个个乡村变得宜居宜业。

在寒亭区前阙庄村的东篱田园综合体，创意农业

风生水起。“这里的番茄可以‘云种植’。”村支书于英智

打开手机示范，按下“直播”键，47 个不同角度画面让

智能大棚内的场景尽收眼底。

“我们不光销售农产品，把整个生产过程也一起销

售出去了。”于英智说。如今的前阙庄村，村前有产业

园、村中是家园、村庄还有大公园，村民腰包越来越鼓。

向改革要活力。潍坊着力破解农村产业发展的

“人地钱”难题，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建立省级农

村产权交易中心，出台人才吸引政策。充分发挥国家农

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的平台作用，提升产业竞争力。

既要发展乡村产业，又不让小农户掉队。高密市

阚家镇松兴屯村村民孙烈英，尝到了“村社合一”的甜

头，“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统一建大棚，咱农民拎包入

驻，技术、销路都不愁，挣的是稳当钱。”潍坊通过合作

社带动、产业园引领、社会化服务等 6 种形式，让普通

农户紧密联结在现代产业链上。数据最有说服力，全

市农民收入增速持续跑赢经济增速，2020 年，城乡居

民收入比缩小到 1.99∶1，远低于全国水平。

从农业产业化迈向农业现代化，潍坊不断塑造新

优势——

让产业基础更牢。“十四五”期间，努力打造 50 个

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加快推进农业发展迈向中高端。

让创新动能更足。“国字号”创新平台集聚，形成科

技创新引领作用。到“十四五”末，全市农业科技贡献

率力争达到 70%以上。

让装备支撑更强。潍坊拥有 650 家农机生产企

业，在这里，从建大棚的卷帘机，到各类专用机械，再到

物联网设施，应有尽有。到 2025 年，全市主要农作物

机械化水平将达到 95%以上。

让发展底色更绿。今后 5 年，全市将推广水肥一

体化面积 100 万亩以上，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达 90%以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

…………

发展未有穷期，潍坊仍在路上。

本版责编：苏显龙 马 琳 徐雷鹏

又到一年丰收时，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在紧抓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宣传各类惠农政策，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村民升级新

型农机，并及时进行农机购置补贴，带动广大村民在全链条农业服务助力下推进节粮减损，保障颗粒归仓。图为会昌县庄口镇

大排村农田丰收美景。

朱海鹏摄（人民视觉）

“禁令及时、有效地保障了权利

人的合法权益。”提到广州知识产权

法院近日作出的一起保护知识产权

的诉前禁令，广州三雅摩托车有限

公司代理律师说。

去年 10 月 28 日，广州知识产权

法院与海关联动 ,针对三雅摩托车

公司申请诉前行为保全一案作出诉

前 禁 令 裁 定 ，涉 嫌 侵 权 产 品 被 锁

定。这是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综合

改 革 试 验 取 得 丰 硕 成 果 的 一 个

缩影。

2016 年 7 月 13 日，中新广州知

识城获国务院批准为全国唯一知识

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区

域。 5 年来，广州开发区年专利申

请 量 由 1.39 万 件 提 高 到 3.52 万

件。“当前，广州黄埔区、广州开发区

已形成集行政、司法、调解、仲裁、行

业自律为一体的知识产权大协同大

保护格局。”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主

任刘石说。

据介绍，近 5 年来，广州开发区

引进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

审查协作广东中心、中国（广东）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等一批国家、省、市

知识产权保护机构，组建海外知识

产权维权联盟和政企联合的知识产

权保护联盟，实现知识产权全链条

保护。同时，该区知识产权局联合

公安、海关等多部门，常态化开展打

击侵权假冒行动，搭建知识产权司

法案件诉前、诉中调解合作机制，建

立技术调查官制度，推行惩罚性赔

偿制度，为赋能科技创新、引领产业

高端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广州开发区联合公安、海关等多部门

协同推动知识产权保护
本报记者 李 刚

本报兰州 7 月 25 日电

（记者付文）《甘肃省政务服

务“ 好 差 评 ”管 理 办 法（试

行）》日前出台。该办法明

确，按照“省级统建、分级管

理、逐级负责”原则，全省统

一应用“甘肃省政务服务差

评 整 改 系 统 ”，并 将“ 好 差

评 ”评 价 结 果 纳 入 绩 效

评价。

据介绍，评价内容包括

各 级 政 务 服 务 机 构 的 服 务

事 项 管 理 、办 事 流 程 、服 务

规 范 、服 务 效 率 ，政 务 服 务

平 台 的 便 捷 性 、完 善 性 、便

民 度 以 及 工 作 人 员 的 服 务

态度、服务水平等。

“ 好 差 评 ”涵 盖 政 务 服

务 大 厅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便

民 服 务 站 点 等 各 级 政 务 服

务 机 构 、平 台 ，线 上 线 下 全

面 融 合 ，实 现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评 价 对 象 、服 务 渠 道 全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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