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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2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

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

院副院长陶凯元、杨临萍、贺小荣、沈亮介绍

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举措和成效，并回答记

者提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法院紧紧

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坚持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

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陶凯元介绍。

据 了 解 ，人 民 法 院 受 理 案 件 数 量 从

2013 年 的 1421.7 万 件 上 升 至 2021 年 的

3351.6 万件，2021 年结案标的额达到 46.7 万

亿元。

助力平安中国法治
中国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在履行刑事

审判职能、服务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扫黑除恶斗争常

态化开展，2018 年—2021 年审结涉黑涉恶

犯罪案件 3.6 万件、24.4 万人；严惩严重暴力

犯罪，案件持续处于低位；依法惩治涉疫犯

罪，切实保障疫情防控秩序；纠正呼格吉勒

图案、聂树斌案等一批重大刑事冤错案件，

让人权司法保障更加有力。

据介绍，人民法院对严重危害国家安

全、社会稳定的重大暴恐犯罪重拳打击，对

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严惩不贷，

对残害未成年人、性侵儿童、拐卖妇女儿童

等严重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案件决不手

软。同时，对于由民间矛盾引发，具有法定

或者酌定从轻情节的案件，依法从轻处罚。

人民法院审理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从

2013 年的 7.5 万件 9.57 万人，下降到 2021 年

的 4.9 万件 5.68 万人；2021 年被判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的罪犯人数占判决生效总人数

的比例达到 84.6%。一系列数据说明我国

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向好。

人民法院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

统一，人权司法保障得到了有效加强。“我们

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严

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努力

推动构建形成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

审为中心、庭审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格

局，充分发挥法庭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

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坚决守

住防范冤错案件的底线。”沈亮说。

同时，人民法院加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

特殊保护。十年来，全国法院设立了 2181
个少年法庭，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积

极参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教育矫治，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连续多年下降。

服务保障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贯彻新发展

理念，依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十年来，各级法院审结环境资源案件

192.9 万件，其中，刑事案件 28.5 万件、民事

案件 128.4 万件、行政案件 36 万件。

“我国环境司法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同

频共振，用一个个案件公正裁判，推进法治

进程，守护美丽中国。”杨临萍介绍，通过审

理腾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案、绿孔雀预防

性保护诉讼案、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案、非

法销售汽车尾气“年检神器”案等一批标志

性案件，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同时，通过制

定完善一系列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织密生

态环境司法保护网，回应人民群众对天蓝、

地绿、水清的美好生活向往。

过去十年，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发生

了巨大变化。据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制

定和修改了配套的司法解释，推动外商投资

企业纠纷审判工作进入“一法一条例两解

释”为主干规范体系的新阶段，构建外商投

资企业纠纷案件专业化审判格局，并打出了

一套“组合拳”，保障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以贯彻外商

投资法为着力点，通过公正高效地审理外商

投资企业纠纷案件，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和自贸

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完善司法政策，持

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积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互联网产业的迅速

发展，涉电子商务领域的纠纷也出现快速增

长。“人民法院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促进网

络经济健康发展，坚持鼓励与规范并重，依

法审理各类涉及电子商务领域案件。”贺小

荣介绍，下一步，人民法院将主动适应电子

商务的发展需求，准确适用在线诉讼规则、

在线调解规则，推动完善电子认证等数字应

用基础设施，提升在线电子商务纠纷化解的

质效。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服务创新驱动

发展。据介绍，全国法院受理各类知识产权

一审案件从 2013 年的 10.1 万件增长到 2021
年的 57.7 万件，年均增长超过 20%。

加强民生司法保障

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网络诈骗、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高空抛物等犯罪，及时

发布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贯彻实施民法

典，深化家事审判改革……党的十八大以

来，人民法院加强民生司法保障，妥善审结

各类涉民事案件，发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和

司法政策。

十年来，人民法院依法审结涉教育、就

业、医疗、养老、住房、婚姻家庭等民生案件

3600 余万件。 2021 年，全国法院执结执行

案件 864.2 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1.94 万亿元。

推 进 人 民 法 庭 进 乡 村 、进 社 区 、进 网

格。人民法庭处于服务群众、解决纠纷的第

一线，是推进社会治理、促进乡村振兴的最

前沿。人民法院推进人民法庭工作，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满足人

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提供了有力司法服

务和保障。

据介绍，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如环保法

庭、旅游法庭等助力农村特色产业发展的人

民法庭，保障农业农村发展，服务深化农村

改革。同时，为了强化权利救济、维护群众

权益，人民法院依托车载法庭、马背法庭、背

包法庭等开展巡回审判，畅通司法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十年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蓬勃发

展。 2021 年，全国法院在线调解纠纷 1084
万件，2022 年 1 月—6 月在线调解纠纷 577.3
万件。我国已建成联动资源最多、在线调解

最全、服务对象最广的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

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

诉讼模式不断变革，智慧法院不断发

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建成全业务

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

务的智慧法院，构建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司法

模式，全面重塑了审判执行模式，为人民群

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据介绍，以往参加诉

讼平均往返法院近 6 次，现在只需要 1—2
次，甚至 1 次都不用跑，老百姓办理诉讼事

务实现了全流程“掌上办”。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报记者 张天培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近日，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在重

点工程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促进当地

群众就业增收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

作方案》）。

《工作方案》指出，在重点工程项目中

大力实施以工代赈，既是促进有效投资、稳

就业保民生、拉动县域消费、稳住经济大盘

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人民群众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有效手段。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扩大以工代赈投资规

模，充分发挥以工代赈政策作用。

《工作方案》提出 4 方面 12 条政策措

施，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围绕政府投资项目，聚焦七大建

设领域。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和符合进度

要求等前提下，按照“应用尽用、能用尽用”

的原则，充分挖掘主体工程建设及附属临

建、工地服务保障、建后管护等方面用工潜

力，围绕交通、水利、能源、农业农村、城镇

建设、生态环境、灾后恢复重建等七大建设

领域，推动政府投资重点工程项目实施以

工代赈。相关部门明确各领域重点工程项

目实施以工代赈的建设任务和用工环节。

二是细化工作任务，充分组织当地群

众务工。国家层面列出适用以工代赈的重

点工程项目，分领域形成年度项目清单。

地方同步建立本地区适用以工代赈的项目

清单，实行动态管理。项目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与业主单位、施工单位建立劳务沟

通协调机制，以县域为主组织动员当地农

村劳动力、城镇低收入人口和就业困难群

体等参与务工。利用项目施工场地、机械

设备等，采取“培训+上岗”等方式开展劳

动技能培训和安全生产培训。尽量扩充以

工代赈就业岗位，合理确定以工代赈劳务

报酬标准，及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尽可能

增加劳务报酬发放规模。

三是严格规范管理，落实以工代赈政

策要求。重点工程项目可研报告或资金申请报告、初步设计报告

或施工图设计文件、批复文件等要件中，以适当形式体现以工代赈

政策要求。压紧压实项目建设环节各方责任，在设计、招标投标过

程中明确以工代赈用工及劳务报酬发放要求，加强施工现场日常

管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

管，围绕务工组织、劳务报酬发放、劳动技能培训和安全生产培训

等加强监管和检查。

四是完善保障措施，加强投入支持和总结评估。坚持中央统

筹、省部协同、市县抓落实。实施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项

目支持重点工程配套设施建设，劳务报酬占中央资金比例提高到

30%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积极安排专项资金，统筹相关领域财政

资金加大以工代赈投入。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对工作积

极主动、成效明显的地方予以督查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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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孙秀艳）

在国家医保局等相关部门组织和指导下，全

国各省份组成采购联盟开展第七批国家组

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12 日在江苏南京产

生拟中选结果，公示结束后将发布正式中选

结果。本次集采有 60 种药品采购成功，拟

中选药品平均降价 48%，按约定采购量测

算，预计每年可节省费用 185 亿元。

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295 家企

业的 488 个产品参与投标，217 家企业的 327

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其中，6 家国际药

企的 6 个产品中选，211 家国内药企的 321
个产品中选，投标企业中选比例 73%。平均

每个药品品种有 5.4 家企业中选，供应多元

化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

本次集采药品涉及 31 个治疗类别，包

括高血压、糖尿病、抗感染、消化道疾病等

常 见 病 、慢 性 病 用 药 ，以 及 肺 癌 、肝 癌 、肾

癌、肠癌等重大疾病用药，群众受益面广、

获得感强。以肝癌一线靶向药仑伐替尼胶

囊为例，每粒从平均 108 元下降到平均 18
元，一个治疗周期可节约费用 8100 元。在

降血压领域首次纳入缓控释剂型，硝苯地

平控释片降价 58%、美托洛尔缓释片降价

53%，高血压患者用药负担明显减轻。抗

病毒药物奥司他韦每片从平均 4.5 元降至 1
元。此外，美国辉瑞公司的替加环素、日本

安斯泰来公司的米卡芬净、西班牙艾美罗

公司的依巴斯汀、意大利博莱科信谊公司

的 碘 帕 醇 等 4 个 原 研 药 中 选 ，平 均 降 价

67%。

在采购规则上，本次集采坚持了“量价

挂钩、招采合一”的基本原则和“国家组织、

联盟采购、平台操作”工作机制，并作出进一

步调整优化，强化供应保障。首次引入备供

机制，每个省份将同时有一个主供企业和一

个备供企业，确保临床使用稳定。

国家医保局自 2018 年组建以来，已开

展 7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共覆

盖 294 种药品。按集采前价格测算，涉及

金额约占公立医疗机构化学药、生物药年

采购额的 35%，集中带量采购已成为公立

医院药品采购的重要模式。下一步，国家

医保局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及中选

企业做好中选结果落地实施工作，确保全

国患者于 2022 年 11 月用上降价后的本次

集采中选产品。

第七批国家药品集采产生拟中选结果
平均降价48% 预计每年节省费用185亿元

本报北京 7月 12日电 （记者曲哲涵、刘志强）财政部、交通运

输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的通

知》，提出自 2022 年起，将用 3 年左右时间集中力量支持 30 个左右

城市（含城市群中的城市）实施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

通知提出，一是优先选择 6 条主轴上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成渝、长江经济带、粤港澳等国家重大战略区域的枢纽。二是优

先选择位于大陆桥走廊、西部陆海走廊等涉及西部地区走廊、沿边

通道上的枢纽。三是鼓励 2 个及以上城市联合申报综合货运枢

纽。支持范围既包括枢纽港站等交通运输基础节点，也包括多节点

串联与往返形成的重要网链。地方选择申报城市或城市群，组织编

制实施方案，制定实施目标，将目标细化成为可量化、可考核的具体

指标。交通运输部、财政部通过竞争性评审方式择优支持。

在资金分配上，财政部将根据交通运输部建议名单，结合财力

情况，采取“奖补结合”方式，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车辆购置税收入

补助地方资金予以支持，并加强对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的公

路建设等其他相关项目资金、中央企业资金的统筹协调。奖补资

金按照每个城市原则上不超过 15 亿元、每个城市群原则上不超过

30 亿元控制。实施第一年按每个城市 5 亿元的统一标准予以补助

（城市群补助总额按 10 亿元上限控制）。

在资金使用上，通知强调，要将奖补资金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及

装备硬联通，引导规则标准及服务软联通，引导建立健全一体化运

营机制等，不得用于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楼堂馆所建设以及除前

述规定用途外的物流园区建设和运营。鼓励城市或城市群加强各

方面资金统筹，创新投入机制，灵活采取资本金注入、PPP、股权投

资基金、绩效奖励、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撬动社会资本投入。

两部门发文

“奖补结合”支持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

本报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邱超奕）记者 12 日从民航局举

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受疫情影响，上半年民航运输生产一度

跌入低谷，有关部门出台助企纾困政策，帮助航空运输生产扭转困

难局面。金融信贷方面，在落实好航空公司、机场应急贷款 656 亿

元基础上，又争取新增航空公司应急贷款 1500 亿元。税费减免方

面，上半年民航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 125 亿元，暂停 2022 年航空公

司分支机构增值税预缴，预计全年减少资金占用约 18 亿元。

民航局综合司副司长孙文生表示，各项政策有力支撑民航企

业度过最困难阶段，航班量自 4 月触底反弹，5—6 月恢复速度增

快，7 月以来，民航单日航班量保持在 1 万班以上，整体恢复态势持

续向好。货运方面，6 月份，民航货邮运输总体规模已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89.7%，其中，国际航空货运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 1.8%，

民航国际货运市场需求处于较高水平。

7 月以来

民航单日航班量保持在 1万班以上

■记录中国R

受副热带高压影响，7 月初以来，我国多个省份出现 35 摄氏度

以上的高温天气。

夏日炎炎，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一线、挥洒汗水，保障生产有

序运转，守护群众生活安全。

右图：7 月 12 日，浙江舟山西堠门大桥，工人在狭小的桥梁桁

车上为大桥钢箱梁打磨除锈、涂刷油漆。

姚 峰摄（影像中国）

下图：7 月 7 日，四川泸州叙永县叙永一中的项目建设工地，一

名建筑工人在休息间隙喝水。

苏忠国摄（影像中国）

高温下的坚守

一版责编：吴 丹 张帅祯 孟繁哲

二版责编：王 军 郭雪岩 刘温馨

三版责编：焦 翔 杨 迅 杨 一

四版责编：袁振喜 杨烁壁 郭 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