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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江建议，制定统
一的《生态环境修复法》，
对生态环境修复涉及到
的生态环境修复主体，生
态环境修复资金筹措、管
理、使用，生态环境修复
方式，生态环境修复效果
评估，生态环境修复监督
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等，
进行国家层面的综合性
立法，实现环境行政处
罚、刑事惩罚及生态损害
赔偿等制度衔接统一，形
成统一规范的生态环境
修复法律制度体系。

代 表 好 声 音
“今年我关注的焦点是生态修复、

知识产权和法院辅警。”今年全国两会，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王树江带来3个关于法治
方面的建议，分别是建议推动统一生态
环境修复立法、建议建设知识产权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议在法院系统建立
司法警察警务辅助人员制度。

生态修复
建议制定统一的生态环境修复法

生态环境损害，将严重影响社会
可持续发展，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
修复十分有必要。运用法治手段进
行生态环境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途径，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重要内容。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
依法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同时，
注重立法保障对受损生态环境修复，
促使恢复其原有的价值和功能，显得
更加重要。

王树江建议，制定统一的《生态环
境修复法》，对生态环境修复涉及到的
生态环境修复主体，生态环境修复资金
筹措、管理、使用，生态环境修复方式，
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评估，生态环境修复
监督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等，进行国家
层面的综合性立法，实现环境行政处
罚、刑事惩罚及生态损害赔偿等制度衔
接统一，形成统一规范的生态环境修复
法律制度体系。

“开展生态环境修复立法，既是消
除生态环境风险的重要抓手，更是保障
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王树
江说，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
视推进生态环境修复，出台了一些规范

性文件，一些地方、领域还探索建立了
多种形式的生态环境修复机制，为推进
生态环境修复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
因此，建议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修复立法
工作。

知识产权
建议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近年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

王树江建议，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
司法机关应加强合作，进一步共同推进
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他说，建设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解决“案多人
少”矛盾的现实需要。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权利意识
的提高，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数
量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王树江说，
以四川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数
量为例，2010 年，全省法院共受理各
类知识产权案件 1080 件；2020 年，全
省 法 院 受 理 的 知 识 产 权 案 件 高 达
16867 件，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日
益突出。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就是健全多元纠纷解决体制建设，破
解‘案多人少’的矛盾，推动案件‘繁简
分流’，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真正
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办好疑难复杂
案件上来。”王树江说，建设知识产权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必然要
求；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持
续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无论从制度
基础，还是实践基础方面来说，促进知
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均具
有可行性。

法院辅警
建议建司法警察警务辅助人员制度

人民法院警务辅助人员（以下简称
辅警）是人民法院辅助人员队伍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司法警察的强大补充力
量。目前，全国法院共使用外聘安保人
员近4万人，人员规模大、工作任务重、
履职风险高。随着社会发展，辅警队伍
管理保障水平与法治建设需求不相匹
配的问题日益凸显，一定程度影响了法
治建设向纵深推进。

对此，王树江建议，对法院系统司
法警察警务辅助人员的管理体制、用
人额度、招聘和保障等问题制定国家
层面的法规，形成辅警队伍建设和管
理的制度机制。他说，从警力需求、
履职依据、职业保障、招录管理四个
层面来看，现有情况均存在各自问
题。比如，在警力需求方面，以四川为
例，全省法院案件受理数从 2012 年的
68.52 万件增加到 2020 年的 134.18 万
件，增幅达195.82%。法院各项任务日
益繁重，执法办案一线环境日趋复杂，
司法警察承担的警务保障任务成倍增
长。但现有政法专项编制司法警察
2000 余人，无专职辅警，外聘安保人
员 2300 余人，与 2012 年实有人数相
比基本未增加，审判执行安保工作实
际需要与当前警力配置之间的矛盾愈
加凸显。

王树江说，在法院系统建立司法警
察警务辅助人员制度，既有现实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也有较为坚实的实践基
础，建议加快推进制度建立，为法院系
统辅警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提
供依据和支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戴竺芯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高院院长王树江建议：

加快生态环境修复立法 实现处罚赔偿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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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王树江。

（上接02版）
在报告中，栗战书指出，2021年是

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常委会
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紧紧围绕“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谋划人大工作，依法行使立
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发挥好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
职能作用。

栗战书在报告中对常委会今后一
年的主要任务进行部署：切实加强宪
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
切实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
域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切
实加强监督工作，确保国家机关依法
履行职责；切实加强代表工作，更好发
挥代表作用；切实加强人大外事工作，

深化和拓展各层级各领域交流合作；
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夯实履职的思想
政治组织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20 年，最
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履行
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服务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取得新成效。最高人民法院受理
案件 39347 件，审结 35773 件；地方各
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
3080.5万件，审结、执结2870.5万件。

在报告中，周强从七个方面总结
2020 年主要工作：一是坚决维护国家
安全和社会稳定；二是积极服务高质
量发展；三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四是全面构建一站式多元解纷
和诉讼服务机制；五是着力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六是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过硬法院队伍；七是自觉接受监督。

周强在报告中表示，2021 年和今
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要紧扣推动高
质量发展主题，准确把握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要求，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
维、强基导向，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
新，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

发展。要加强政治建设，积极服务大
局，坚持司法为民，严格公正司法，深
化司法改革，建设过硬队伍。要求真
务实、开拓创新，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
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
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
情带来的严重冲击影响，各项工作取
得新进展。一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
办 理 各 类 案 件 301 万 件 ，同 比 下 降
19.4%，其中主动履职的公益诉讼、诉
讼监督案件同比分别上升 19.2%和
9.6%。

在 报 告 中 ，张 军 从 五 个 方 面 对
2020 年工作进行回顾：一是积极参与
国家治理，以检察保障助推中国之治；
二是主动融入发展大局，以检察服务
助力全面小康；三是全面推进“四大检
察”，以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四是
紧扣民心这个最大政治，以检察为民
增进民生福祉；五是牢记打铁必须自
身硬，以检察建设确保依法履职。

张军在报告中指出，2021 年，检
察人要更加自觉担当作为，肩负起新
的历史使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要持续稳进，切实增强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狠抓落实，
切实增强融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
自觉；努力提升，切实增强实现自身
高质量发展的检察自觉。为保障人
民幸福、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作出更
大贡献。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53 人，出席
2895 人，缺席 58 人，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
行主席王晨主持。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会议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向各位女
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
族各界妇女，向世界各国妇女，致以节
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福。

大会执行主席马逢国、王东峰、王
光亚、王建军、尹力、石泰峰、白春礼、
刘艺良、刘国中、刘家义、许其亮、阮成
发、李玉妹、李伟、李学勇、吴玉良、应
勇、沈晓明、陈全国、陈锡文、袁家军、
黄志贤、彭清华、蒋卓庆、景俊海在主
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