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过极不平凡的2020年，四川检察
都做了哪些重点工作？四川省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从护航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努力提供更多更优检察服务，监督
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着力打造过硬检察
队伍，自觉接受监督等方面作了详细介
绍。从办案数据看，去年，刑事检察提质
增效，民事检察提档升级，行政检察扩容
增量，公益诉讼检察成效明显。

这些工作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怎样的法治保障？1月30日，记者
邀请多名代表、委员进行解读。

关键词：依法战疫

报告点击：全面研判经济下行和疫
情影响等因素，对涉案民营企业负责人坚
持“少捕慎诉慎押”，依法不批捕186人，

不起诉304人，稳定就业岗位3万余个。

解读

周永刚：2020年，面对疫情对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如何通过依法履
行监督职能助力实现“双胜利”，是检察
机关面临的新挑战。报告中提到的这3
万余个就业岗位，就是检察机关“讲政
治、顾大局”的具体体现。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检察机关
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服务“六稳”“六保”，
实质化平等保护民营经济，坚持“少捕
慎诉慎押”的司法理念，保住了企业，就
稳住了就业，聚合了社会发展的活力

“因子”。
李凊：检察机关依法保障企业和企

业家的合法权益，综合考虑民营企业的经
营发展、商业信誉、外部环境等影响，最大

限度保证企业正常经营，为民营企业发展
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对激发社会创造
力和市场活力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关键词：保障民生

报告点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
更高水平、更丰富内涵的需求，立足检
察职能办好民生实事。

解读

周永刚：司法的最终落脚点是为
民。近年来，四川检察机关遵循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检察职能，在
为民办实事上做了有力有效的工作。
比如，通过公益诉讼保护生态环境、守
护舌尖上的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这些优质的“检察产品”，与党委政

府提供的“民生产品”一起，改善着群众
的生活品质。

李毅：我感触比较深的是，四川检
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比如对罪错未成年人，实行分级
教育矫治，充分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
犯罪的“宽容不纵容”。青少年是未来
社会建设的生力军，无论是对他们的保
护还是矫正，都事关国家未来。希望检
察机关一如既往地做好、做全、做实这
项重要的社会司法工作。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

报告点击：促进提升城乡基层治理
效能。发挥主导作用，准确规范适用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罪认罚后一审服判
45126人，同比上升52%。更多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服法，与被害
人达成和解，有效减少社会对抗。

解读

李凊：定纷止争是更高水平的公平
正义。在日常代理案件中，我注意到，
有些刑事案件属于“民转刑”案件。对
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的犯罪嫌疑人充分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其从宽处
理，能促进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促成
当事双方达成谅解，最大限度地化解社
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省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法学
院教授 李毅

省人大代表、遂宁市人民检察院
代理检察长 周永刚

省政协委员、四川博绅律师事务
所主任 李凊

解读嘉宾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任鸿

刑事检察提质增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82.4%，同比增加33.5个百分点
民事检察提档升级。办案7275件，同比上升42.3%
行政检察扩容增量。办案1810件，同比上升63.5%
公益诉讼检察成效明显。办案6687件，提起诉讼693件，同比上升55%
扫黑除恶，批捕397人，起诉2849人；对案件暴露出的行业监管不到位问题，制发970份检察
建议督促整改

2020年全省检察院“年度总结”

072021年1月31日 星期日 编辑江亨 版式易灵 总检张浩 要闻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2020年，全省法院忠实履行宪法法
律赋予的职责，从服务大局、诉源治理、
诉讼服务中心、执行指挥中心、庭审、
文化建设等6个方面，深入推进工作实
质化，推动各项工作实现新发展。在

去年一年中，全省法院共受理案件

134.18万件，同比下降1.36%；审、执结

130.81万件，同比上升2.87%；结案率、

结收比分别达 97.49%、104.38%，均创

历史新高。
“六个实质化”如何服务全省高质

量发展？在开局“十四五”、开启新征
程中，又如何为四川发展开好局起好
步提供有力司法保障？1 月 30 日，记
者邀请多名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
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进
行了解读。

关键词：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报告点击：全省法院组织9.33万人
次参与入户排查、防疫宣传等一线防

控。妥善审理涉疫情民事、行政案件
786件，暂缓执行案件215件，依法临时
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等305件次。

解读

曾文忠：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省法院反应迅速，第一时间领导全面
构建疫情防控工作机制，并充分利用互
联网技术提供“非接触式”诉讼服务，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强有力的
司法服务和保障。特别是我省法院在
疫情期间深度利用“智慧法院”“互联
网+审判”等模式开展诉讼工作，既为当
事人节省了诉讼时间，又确保了当事人
的健康安全，值得点赞。

张静：在疫情最严重时期，四川省
高纪人民法院及时出台相关指导意
见，切实指导各级法院，为依法防控提
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其间，法院
从严从快审理妨害疫情防控、利用疫
情实施诈骗等犯罪，有力地维护了防
疫秩序。除此之外，在助力复工复产

方面，全省各级法院采取定制化司法
服务方式服务企业，慎用强制措施。

关键词：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报告点击：川渝两地高院签署框架

协议及知识产权、环境资源审判等具体
协议，明确29项内容，构建19项机制，携
手服务两地统筹发展。48家中基层法
院与重庆相关法院签订司法协作协议，
唱响资源共享、特色共创“司法双城记”。

解读
曾文忠：在我看来，两地司法合作

最大的突破在于跨域立案、线上诉讼方
面。通过在诉讼领域运用区块链存证
技术，极大减轻了两地当事人的诉讼成
本和负担。建议在后续的合作中，尽快
实现川渝两地法院“电子诉讼异地查
档”。这样当事人、律师，就可以在川渝
两地任何一家法院查阅、打印、刻盘、利
用川渝两地法院已归档的所有非涉密
电子诉讼档案，从而进一步提高区域一
体化诉讼服务水平。

刘宁：在过去一年中，两地法院在
司法服务、协同配合等方面进行了很多
创新性举措，节省了不少司法资源，使
得两地司法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实现同城效应。其
实，两地法院在破产案件办理合作上，
还大有可为。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可以
就破产案件中的合作事宜进行约定，在
管理人指定互认、破产企业财产查控协
作等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探索，从而建
立一体化机制。

关键词：以最严密司法守护四川
报告点击：审理环境资源案件7125

件。阿坝等4家法院分别与11省（市）
法院开展跨区域生态环境司法协作，合
力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解读

曾文忠：我省多家法院分别与 11
省（市）法院开展跨区域生态环境司法
协作，有利于从司法层面，打破生态环
境流域、生态环境区域壁垒，以及打破
各个地方各自为政的司法办案格局，
形成生态流域、生态区域内司法审判
诉讼和司法裁判执行一体化保护生态
环境的大格局。周边省（市）法院通过
跨区域司法协作，将实现刑事、民事、执
行等集中管辖，充分发挥专业审判的优
势。通过集中审理相关环境资源纠纷
案件，还可以提高司法审判效率，有利
于统一司法尺度，从而打击各类生态
环境违法行为，形成有利于保护生态
环境的格局。

省人大代表、四川瀛领禾石律师
事务所管委会主任 曾文忠

省人大代表、四川竹海律师事务所
主任 张静

省政协委员、成都理工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 刘宁

解读嘉宾 从严从快审理妨害疫情防控、利用疫情实施诈骗等犯罪案件236件340人
审理环境资源案件7125件，强化违法者生态修复责任，以最严密司法守护美丽四川
严厉打击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两抢一盗”等侵财型犯罪，审理案件1.42万件1.99万人
依法审理职务犯罪案件800件989人
依法审理涉黑恶以及“保护伞”犯罪案件517件4846人
川渝两地高院明确29项内容，构建19项机制，携手服务两地统筹发展

2020年全省法院“年度总结”□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庭铭

“六个实质化”为“十四五”开好局提供司法保障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解读

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