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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边天”“少年的你”，合法权益如何保障
□新华社记者

������8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审议的两高报告交出 2021 年成绩
单，不断完善的法治，为妇女儿童保驾
护航， 明确 2022 年如何进一步保障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 来听听代表委员怎
么说。

关键词：坚决反对家庭暴力
家庭是社会和谐的基石。 近年来，

随着反家庭暴力法、 人身安全保护令
等法律制度的施行 ，“家暴不是家务
事”的理念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家门背后不是法外之地。最高法工
作报告显示，2021 年，人民法院加强家
事审判工作， 审结婚姻家庭案件 183.1
万件；依法严惩施暴者，会同全国妇联
推动人身安全保护令落地见效， 发出
保护令 3356 份。

在 2022 年的工作安排中， 最高法
将加强妇女儿童等群体的权益保护 ，
妥善审理婚姻家庭等涉民生案件 ；最
高检也将 “从严追诉侵害妇女儿童人
身权利犯罪” 列为今年的重点工作之
一。

全国人大代表、 山西省太原市公
安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杨蓉表示 ，家
庭暴力具有一定隐蔽性 ，受害人经常
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或不敢主动求助 。
下一步应通过建设线上智慧平台等手

段拓展发现家暴线索渠道 ，不仅方便
家暴受害人求助 ，也能让相关部门信
息共享 、联动处置 ，让反家暴维权更
高效。

全国人大代表、 福建省平潭综合

实验区海坛片区东门社区干部薛玉凤

认为 ，两高报告释放了进一步保护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强烈信号 。 “我们
要进一步加大对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犯

罪的打击力度 ， 细化完善法律援助 、
救助帮扶等规范 ，形成保护妇女儿童
权益的工作合力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 ”
关键词：“依法带娃”成为家长必修课
今年 1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

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我
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依
法带娃”成为家长必修课。

“两高报告中大量对未成年人的关
注，尤其提到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令
我印象深刻。 ”在全国人大代表、重庆
市谢家湾学校校长刘希娅看来， 家庭
教育促进法的落地实施， 为未成年人
全面健康成长助力增效。

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落实家庭教
育促进法， 对一些父母不正确实施家
庭教育、怠于履行抚养监护义务、为孩
子订“娃娃亲”等行为进行训诫 ，发出
家庭教育令， 对虐待儿童的剥夺监护
权，让“依法带娃”成为家长必修课。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针对监护人
侵害行为 ,支持起诉、建议撤销监护人
资格 758 件；针对严重监护失职，发出
督促监护令 1.9 万份。 家庭教育促进法
今年起施行，更利促进 “甩手家长 ”依
法带娃。

“教育不仅是家事更是国事，家长
要从科学、理性、法治的角度看待孩子

的健康成长。 ”刘希娅说，引导家长认
识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同时，加强
对违法行为的问责。
关键词：“强制报告”“入职查询”
去年修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

了强制报告和入职查询两项法律规

定， 充分体现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在法治层面的进步。

全国人大代表、邢台学院教授陈凤
珍说， 强制报告和入职查询回应了人
民群众的关切。

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出，最高人民法
院设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和 ６ 个巡
回审判点， 全国法院设立 2181 个少年
法庭。 深入贯彻未成年人“两法”，坚持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确保未成年
人依法得到特殊、优先保护。 严惩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

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出，通过强制报
告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1657 件，对
未履行报告义务促整改、 追责 459 件。
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

749 万人次、 解聘 2900 名有前科劣迹
人员。

未来， 针对一些地方对强制报告、
入职查询知晓率不高的问题， 陈凤珍
建议， 要在特定群体内实现普法教育
全覆盖， 让强制报告和入职查询的相
关义务主体全面、 准确地了解法律规
定，认识到其责任、义务以及未履行带
来的后果。

数据赋能使法律制度“长出牙齿”。
“进一步融合各类数据源，进一步织密

防范网络， 促使制度执行从依靠个体
自觉转向程序所必经。 ”陈凤珍说。

关键词：严惩拐卖人口犯罪
厉行法治，方能“天下无拐”。 今年

的两高报告， 均明确提出对拐卖妇女
儿童犯罪进行严惩。

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贯彻《中国
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 (2021—2030
年)》， 追诉拐卖人口犯罪将继续从严；
同时与有关部门形成合力、综合整治，
对收买、不解救、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
儿童犯罪坚决依法追诉、从严惩治。

最高法工作报告也明确 ，2022 年
将严惩性侵、 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
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 强化对被拐卖
妇女儿童的司法保障。

“两高报告积极回应社会热点，让
老百姓心中更踏实。 ”全国人大代表、
天津市公交集团第三客运有限公司 8
路车队驾驶员王艳说， 应从法律层面
加大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惩处力

度；同时，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岗前职业
道德操守培训与政策宣讲教育， 对于
严重失职失责基层干部从重从严处

分。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

务所主任皮剑龙建议， 把打击拐卖妇
女儿童犯罪纳入基层治理之中， 如在
基层政府、公安 、民政 、妇联等部门之
间建立联防机制；建立举报制度，鼓励
更多公民一同参与打击拐卖人口犯罪

等。
（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

从这些数据，看中国经济如何更好迈向高质量
□新华社记者 高敬 戴小河

������企业研发经费增长 15.5%、 市场主
体总量超过 1.5亿户、 可再生能源发电
装机规模突破 10 亿千瓦……政府工作
报告呈现的 2021年成绩单中，这些数据
让人眼前一亮。同时，报告的一系列新部
署，也让人从中读出中国经济更重创新、
更加绿色，更坚定迈向高质量发展。

让创新动力更足

此时，全国人大代表、航天员王亚
平正在距离地面 400 公里的太空 “出
差”。 她和同事翟志刚、叶光富已经在
中国空间站驻留将近 5 个月。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张兴赢

委员为中国航天科技的进步 “点赞”，
仅去年一年我国就进行了 50 多次发
射，很多技术取得新突破。

依靠创新，是提高发展质量的关键
之道。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基础研
究十年规划、 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加计
扣除比例从 75%提高到 100%、 对企业
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 启动一
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 着力培育
“专精特新”企业……一系列举措发力
产业优化升级，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巩
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勾勒出创新驱
动发展的路线图。

研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衡

量“创新力”的重要指标。 从 2012 年到
2021 年， 全国研发经费投入从 1.02 万

亿元增长到 2.79 万亿元，占 GDP 比重
从 1.97%增长至 2.44%。

翻开预算报告，今年我国继续严控
中央部门支出，但对教育、科技的投入
不纳入压减范围。 从全国看，今年科学
技术支出增长 7.2%。

当前优质技术人才的短缺，成为一
些企业发展的“痛点”之一。 山西农业
大学副校长王娟玲代表注意到， 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 继续开展大规模职业
技能培训， 使用 1000 亿元失业保险基
金支持稳岗和培训， 加快培养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急需人才。

她说，要逐步构建起与产业高质量
发展相适应、 梯度发展的人才培育体
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未来 ，中国制造 “骨骼 ”将更加强

健， 产业创新能力加快从量的积累向
质的飞跃、 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
升转变，创新驱动发展将动力更足。

让发展成色更绿

环境美不美，生态好不好，关系人
民福祉和永续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 一方面部署加强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一方
面提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
推动能源革命， 建设绿色制造和服务
体系等。

预算报告提出，中央财政大气污染
防治资金安排 300 亿元、增加 25 亿元；
水污染防治资金安排 237 亿元、 增加
20 亿元；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专项
资金安排 170 亿元、 增幅达 42.9%；研
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 完善清洁
能源支持政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绿色发展奇迹。 2021 年地级及
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下降

9.1%， 北京市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
人们享受到更多蓝天白云的好天气。

能源在变 “绿”。 北京冬奥会上，3
大赛区 26 场馆实现 100%绿电供应。我
国清洁能源消费量占比提升至 25.5%。
绿色消费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2021 年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 350 万辆，同
比增长 1.6 倍。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要严控高耗
能、高排放、低水平行业产能规模 ，同
时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向
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 未来，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将加快形成， 我们生活
的家园将更绿更美。

让市场活力更强

1.5 亿户市场主体， 是经济稳定运
行的重要基础。 面对下行压力，政府工
作报告释放了为企业减负纾困、 更大
激发市场活力的信号。

———减税与退税并举，对小规模纳
税人阶段性免征增值税， 对小微企业
年应纳税所得额 100 万元至 300 万元
部分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预计全
年退税减税约 2.5 万亿元。

———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引导大型
平台企业降低收费， 进一步清理规范
行业协会商会、中介机构等收费，开展
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等。

“新政策聚焦制造业、小微企业和
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精
准度更高，将释放多重政策红利。 ”浙
江华海药业总裁陈保华代表说。

移动支付广泛普及， 网络购物、在
线学习、 远程办公等成为工作生活新
方式。 去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已经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约四

分之一。 数字经济的发展，让人们的生
活更加便利， 更催生了生机勃勃的经
济新业态新模式。

如何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政府工作
报告专门部署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建
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 5G 规模化
应用，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

未来，牢牢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新机
遇，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引擎，
为老百姓创造更高品质的生活。

（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