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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你我安全感 政法机关 2024 年将这样发力
������1 月 13 日至 1 月 14 日 ， 中央
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
司法部相继召开年度工作会议。 进
一步维护社会稳定和群众合法权

益、 进一步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2024 年 ，政法机关将持续发
力，守护你我安全感。

������社会治安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息息相关。 中央政法
工作会议明确，要依法严厉打击突出
违法犯罪、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
系建设，并提出具体目标措施———

深入推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

击整治，管控源头，清剿窝点。推进扫
黑除恶常态化。继续打击治理跨境赌
博，抓紧推进相关立法工作等。

公安部明确，公安机关将始终保
持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打高压态

势，持续组织专项行动，不断加强执
法合作，密切部门协作配合，全链条
打击涉诈犯罪。

最高检要求，依法严惩严重暴力
犯罪、重大毒品犯罪以及严重经济犯
罪等，专项督导涉黑涉恶案件统一把
关制度落实情况，积极参与安全生产
风险专项整治，依法惩治重大责任事
故、危险作业等犯罪。

最高法提出， 对于危害国家安
全、暴力恐怖、重大恶性犯罪、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等要坚决依法严惩；同
时，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持续推
进轻微犯罪治理。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还强调坚持

预防在前、调解优先，综合运用信访、
调解、诉讼等手段，有效预防化解矛
盾纠纷。

“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等
工作，不断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
治化水平。 ”陕西省委政法委政治工
作部主任马顶柱说。

依法严惩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办好百姓“关键小事”。各政法机关
的工作会议，均把贯彻司法为民摆在今年工作的突出位置。

公安部将以环境污染问题为抓手，继续深入推进“昆仑”
等各项专项打击行动，会同相关部门分领域深化打击、推动
治理、形成声势，以更高水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最高检将聚焦社区团购、网络营销、直播带货等新业态
涉食品安全问题开展专项监督； 加强劳动者特别是灵活就
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依法惩治恶意欠薪犯罪；
深化道路交通安全和运输执法领域检察监督； 协同整治医
保领域欺诈骗保、养老诈骗。

最高法要求用心用情办好关系民心向背的 “小案”，扎
实办好教育、就业、医疗、安居、养老、婚姻家庭、环境保护、

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
全方位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 司法部将加
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 年底前基本建成省市
县乡四级全覆盖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 深入实施
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 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徐向春表示， 要做深做细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等传统领域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 完善细分领域办案规范； 做实做强文物文化遗产保
护、特定群体权益保障等新领域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满足
人民群众对公益保护的更高要求。

聚焦“急难愁盼” 破解民生难点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政法
机关要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

任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对此，政法机关纷纷拿出实招硬招———
检察机关将加强对涉企案件、 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监

督，依法准确把握刑民交叉案件罪与非罪界限，加强对利用
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的监督。 落实推动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惩治和预防民企关键岗位人员侵害企业利益犯罪的
检察政策，加大对涉企民事生效裁判和执行案件监督力度。

人民法院将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加大对恶意侵权
的惩治力度。创新完善合规监管机制，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现
代企业合规司法制度。 围绕防止和纠正把经济纠纷认定为

刑事犯罪、助力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监督行政机关守信
践诺、推动行政监管措施审慎包容透明、善意文明执行等方
面，加大典型案例挖掘。

司法部将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立法需求， 持续加强重点
领域、新兴领域法律法规供给；紧扣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
重点立法项目， 全面加强金融法治建设。 坚持立改废释并
举，有序推进法律法规清理。

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何帆表示， 人民法院将聚焦服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通过统一裁判尺度助力构
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用足用好提级管辖、再审提审机制，通
过典型个案办理传递司法政策导向；对于恶意侵权行为，敢
用、善用惩罚性赔偿。

优化营商环境 保障高质量发展

维护公平正义 优化司法服务

������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强
调，着力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
治中国。

在此基础上， 最高检要求将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
件”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在
实体上确保实现公平正义， 在程序上让公平正义更好更
快实现 ，做到检察办案质量 、效率 、效果有机统一于公平
正义。

最高法将抓深抓实司法改革，全面提升审判工作质效。
一体推进政治建设、案件管理、审判监督指导和全员考核等
工作，压紧压实管理责任、审判责任，以数据化信息化赋能

审判管理，助力审判工作现代化。
司法部将着力提高公共法律服务质量和公信力， 均衡

配置城乡资源。稳妥推进公证体制改革，扩大“最多跑一次”
公证事项范围。推进国家和区域司法鉴定中心建设，提高鉴
定质量。 强化仲裁行业管理，提高仲裁公信力。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杨向斌表示， 要充分
发挥近 60 万个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和热线、网络服务功
能，大力开展“法援惠民生”系列活动，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
覆盖面，在公证减证、便民、增速上下更大功夫，使人民群众
对公共法律服务更加可感、可及、可信。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

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