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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亮出成绩单！
感受数据里的法治中国

守卫你的安宁

法治，捍卫国家长治久安。从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到反腐败斗争，司法机关重拳
出击，保卫社会秩序，守护你的安宁。

——检察机关共起诉涉黑涉恶犯罪 23
万人；其中起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 5.4万人，是前三年的 11.9倍。

——人民法院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33053件 226495人，其中重刑率达到 34.5%。

孙小果、陈辉民、尚同军、黄鸿发等黑
恶势力犯罪组织头目依法被判处死刑，一
批涉黑涉恶犯罪分子受到法律严惩。

在持续深入的反腐败斗争中，严的主
基调没有放松。过去一年，人民法院审结
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 2.2 万件 2.6 万人，其
中被告人原为中管干部的 12人。

利刃出鞘，让公平正义更闪耀。检察
机关对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保持高
压态势，核准追诉“南医大女生被害案”等
35 起陈年命案；各级法院依法快审快结涉
疫犯罪案件 5474 件 6443 人，对杀害防疫工
作人员的马建国等人依法判处死刑。

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2020 年全国法
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 111.6 万件，判处罪犯
152.7万人，总体呈现下降态势。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

胜利，有力净化了社会环境，极大增强老百
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国人大代
表、成都经典汇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艺委会办
公室主任徐萍表示，在接下来的扫黑除恶常
态化过程中，要更注重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
的“村霸”问题，守护好群众的生活秩序。

维护你的权益

群众生活的“小问题”，关系着“大民
心”。

检察机关办理涉窨井盖刑事犯罪 106
件，办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2.7 万件；人民法院审结教育、就业、医疗、
住房等民生案件 134.7 万件……2020 年，司
法机关用心维护你的权益，守护“头顶上”

“舌头尖”“脚底下”的安全。
老赖欠债“执行难”？人民法院出台意

见从源头解决执行难，持续提升执行信息
化智能化水平，网络查控案件 1464.5 万件，
网络拍卖成交金额 4027 亿元。

农民工“讨薪难”？多地法院开展根治
欠薪专项行动，帮助农民工追回“血汗钱”
206.1 亿元，依法审理工伤、医保、社会救助
等案件，维护劳动者权益。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省长沙市工会兼职副主席张晓庆说，高
空抛物、窨井盖安全、假冒伪劣食品等民生
问题，与群众获得感息息相关。司法机关积
极回应群众关切，主动出击消除公共安全隐
患，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重视，彰显了司法
为民的理念，也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水平。

温暖你的人生

还有一些数据，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更
多隐秘的角落。

人民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2169
份，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安全“后盾”；检察机
关会同中国残联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
诉讼，让残障人士放心出门；对因犯罪侵害
等致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应救尽救”，救助 3.2万人 4.2亿元……
法治的温度，就是当你陷入困境时，向

你伸出的那一双制度之手。
取快递被人偷拍发到网上造谣，结果

造成“社会性死亡”，是否应该忍气吞声、自
认倒霉？这是杭州一位女士最近的遭遇。
最高检抓住这个典型案例，指导浙江检察
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
罪立案侦查，自诉转公诉，为受害人维权

“撑腰”。
人民群众的诉求在哪里，司法机关的

目光就聚焦到哪里。过去一年，全国检察
机关新收到群众信访 92.7 万件，3 个月内
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达 99.8%。人民法
院全面构建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和诉讼
服务机制，2020 年诉前成功调解 424 万件
民商事纠纷，全国法院全部开通网上立案
功能，网上立案申请超过一审立案申请总
量的 54%。

法治中国的新气象，体现在一个个小案
的办理中，体现在一系列便民改革举措中。

“信息时代的发展，带来网络空间治理
等新情况新问题。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
要更加关注社会领域相对‘隐性’的违法犯
罪，加强研究判断，更好保障群众的合法权
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贾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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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新华视点

8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两高报告，交出一份
满满的成绩单。扫黑除恶“打伞破网”、严惩腐败守护平安、加强民
生司法保障……一串串数字勾勒出法治中国建设的亮点。

■ 7% 以 上 ：刷 屏 的
“创新力”指标如何理解？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7%以
上 、力 争 投 入 强 度 高 于‘ 十 三 五 ’时 期 实
际”，这句话迅速在网上刷屏。

科技创新离不开科研经费的支撑。在
一定程度上，研发投入被视为衡量“创新
力”的重要指标。

“十三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
投入从 2015 年的 1.42 万亿元增长到 2020
年预计 2.4万亿元左右。

未来五年，年均“7%以上”的增速，意
味着用更大力度去整合优化全社会科技资
源，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提速。

研发经费投入增加不仅是数字的增
长，还有结构的变化。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
重提高到 8%以上，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 12 件——规划纲要草案中，这
两个数值得关注。

“十三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增
长近一倍，在“十三五”末期，占全社会研发
经费支出比例已经超过 6%。

“我们在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创新、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还需要继续补短
板、强弱项。”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
徐晓兰委员认为，发明专利等一系列指标
安排，表明我们更加强调创新的质量。

■ 17%：壮 大 战 略 性
新兴产业，你在“风口”之
上吗？

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在实体经济，而今
天的技术往往酝酿着明天的产业。

规划纲要草案在明确一系列创新指标
同时，特别提出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前瞻
谋划未来产业。

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一个新动
能“孵化器”。2019 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1%。规划纲要
草案中，这一比重超过 17%。

“我国经济发展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 ，阶 段 的 转 换 要 求 产 业 价 值 链 不 断 攀
升。目标的设定体现了推进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决心。”中国工程院院
士彭寿代表说。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聚焦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

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
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
心技术创新应用。

这些领域，既有我们要保持优势的“长
板”，也有需要补齐的“短板”。如果能以更
快速度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就能更好掌
握发展主动权。

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
网络……规划纲要草案聚焦前沿，组织实
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
批未来产业。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赵长
禄委员认为，快速精准实现对未来产业的
布局，有助于抢抓风口，把握发展机遇。

■ 56%：大幅提升普
及率，5G“网”出怎样未来？

规划纲要草案明确，加快 5G 网络规模
化部署，用户普及率提高到56%，推广升级千
兆光纤网络。前瞻布局6G网络技术储备。

5G 是大量创新的信息基础，也是诸多
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过去一年，我国 5G 基站以平均每周新
增超 1 万个的速度增长。目前，我国 5G 终
端连接数超过 2亿。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56%”，意味着
数以亿计的设备互联，5G 将向县镇、乡村
更广阔范围渗透延伸。纵横的网络为数字
中国筑牢根基，也将催生更多应用和场景。

5G 会“网”出怎样的未来？
“今年以及未来五年，我们将建成系统

完备的 5G 网络，5G 垂直应用场景将进一
步拓展。”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在“部长通道”
上说。

更 加 密 集 部 署 基 站 ，5G 体 验 感 将 大

大增强；聚焦重点行业，更多智能操作将
亮相……

不可否认，当前 5G 应用还处在起步阶
段。未来 5 年是 5G 发展的关键期，加快网
络规模化部署，突破融合应用发展的难点
堵点，智能、泛在和充满想象力的未来，加
快驶来。

■ 10%：核心产业占
比提升，数字中国有哪般新
图景？

规划纲要草案单独成篇，聚焦“数字中
国”。2025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高到 10%。

数字中国，产业是基础。
我国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

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
强现实作为数字经济重点产业。

“形成较强的信息支撑能力，就能加快
用数字‘赋能’更多领域。”数字经济领域的
不少代表委员认为，提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指标，旨在释放创新“N次方”效应。

数字中国涵盖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
字生态，囊括衣食住行方方面面。

推动购物消费、居家生活、旅游休闲、交
通出行、教育医疗等各类场景数字化……新
图景的点点滴滴，在规划纲要草案中勾勒
显现。

“未来十年，自动驾驶、机器翻译、数字
城市运营等技术会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
化。”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委员说，数字技术
全面产业化，将重塑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
迎来更具创造力的时代。

新华社北京 3月 9日电

这几组关键数据，带你走进未来五年的创新中国

两会数说中国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5日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好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等一系列
重磅表述，凸显创新分量；量子
信息、脑科学、空天科技等诸多
名词亮相，让人期待。

未来五年，创新如何改变
中国？几组关键数据，我们一
起“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