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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各类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

平安，民之所盼、发展之基。
此次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依法

惩处危害公共安全、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活
动，有力震慑犯罪、保护人民。坚持好、发展
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县级为重点推进综
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化
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坚持宽严相济、惩防并举。”最高人民法
院明确，坚决严惩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严重危害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等性质恶劣的犯罪。坚持宽严
相济原则，统筹发挥刑罚惩治功能，实现特殊
预防和一般预防相统一的最佳效果。

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公安
部将保持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压态势，
纵深推进“云剑”“断流”“拔钉”等专项行动，
坚决摧毁境外诈骗窝点，坚决斩断境内犯罪
关键链条。

司法部提出，统筹推进教育改造、社区
矫正、安置帮教、纠纷化解、法治宣传，做实
人民调解，强抓司法所等基层基础建设，在
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和预防减少重新犯罪
上抓出新成效。

“我们将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
设、实体化运行，依托县乡综治中心打造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形成预防化
解矛盾纠纷和社会治安风险工作合力，更好
呼应人民期盼、引领法治进步。”江西省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刘海山说。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护航高质量发展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更好助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政法机关打出法治“组
合拳”。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需要司
法提供规则指引。人民法院将加强司法政
策、司法规则供给，深入总结专利权权属、侵

权纠纷的审判经验，继续发挥好惩罚性赔偿
制度功能。更好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助力营
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

以法治之力稳预期、强信心。最高人民
检察院提出，加强专利、计算机软件、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民事行
政诉讼监督。突出加强高新技术、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等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依
法惩治侵犯商业秘密和商标权、著作权等犯
罪，助力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严打经济犯罪活动，公安机关将持续开
展打击保险诈骗、涉税、非法集资、传销、证
券期货、民营企业内部突出腐败犯罪专项行
动，有力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全国检察机关将紧盯违法立案、跨区
域抓捕、违法‘查扣冻’等企业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充分运用检察职能依法平等保
护各类经营主体。指导各地精准运用检察
建议等方式，更好以法治力量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
察厅副厅长张建忠说。

为民司法
让公平正义更加可触可感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办好百姓“关键

小事”。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2025年要
以改革思维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以人民群众
实际感受为指引，用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

以此为指引，最高法强调对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更加精准贯彻宽严相济、惩教结合的
政策；围绕婚姻家庭、劳动就业、食药安全、
养老、住房、消费等民生热点问题准确用好
法律和司法政策导向。

“依法加强法律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最
高检提出，强化对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
督，促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持续做实高质
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司法部强调有效发挥行政复议制度效
能，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上持续加力。将

部署开展“公证规范优质”行动；聚焦就业、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需求，加快
提升律师、法律援助、公证、仲裁、司法鉴定
等法律服务质量和公信力。

“人民法院将聚焦婚姻家庭等民生热点
问题，以新发布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
释（二）为契机，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
制改革。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就业形态相关
案件，逐步明确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实
现依法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与
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互促共进。”最
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说。

回应社会关切
提供更优法治服务

人民群众的关切在哪里，法治服务就要
跟进到哪里。

最高检提出，各级检察机关要协同有效
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协同整治“蝇贪
蚁腐”以及“校园餐”、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殡葬领域等群众
身边腐败问题。

聚焦民生关切，公安部将持续创新“互
联网+交管”模式，通过“交管12123”App提
供精准导办服务。加快推进小型汽车登记、
驾驶证考试等业务下放至县级公安交管部
门，深入推进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升行
动等，助力人民群众出行更畅通。

司法部将在民生领域进一步做实普惠
性公共法律服务。同时，持续抓实律师队伍
的引导、管理和服务，深化青年律师西部锻
炼、新入职律师到司法所锻炼试点，加强律
师执业权利保障和监督管理。

“目前我国律师数量接近80万，是法律
服务队伍的中坚力量。”司法部律师工作局
局长田昕表示，将持续加强律师队伍政治引
领和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加快律师法修订进
程，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努力培
育中国特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和高素质
涉外律师人才，以高质量法律服务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来源：新华社）

更好守护你我！

2025年政法机关将这样发力
坚持“严”字当头惩治各类犯罪；打出法治“组合拳”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聚焦民生关切，让公平正义更加可触可感……
日前在京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对新一年工作作出部署，政法机关接续

亮出计划表，明确未来发力点。

多元解纷案例库正式上线
并向社会开放

人民网北京电 (记者薄晨棣高清扬)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经过八个多月
的建设和试运行工作，22日，多元解纷案
例库正式上线并向社会公众开放，供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调解组织和社会公众
查询、使用、学习、研究。

据悉，多元解纷案例库由最高人
民法院牵头，16 家“总对总”多元解纷
机制共建单位以及其他中央有关单位
共同参与建设，主要收录各单位通过
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成

功化解矛盾纠纷的典型案例，更好为
各类社会主体开展纠纷化解工作提供
参考，为人民群众选择调解等解纷方
式提供指引。

多元解纷案例库试运行以来，已由
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入库典型案例 246
件，覆盖婚姻家庭、道路交通、物业纠纷、
劳动争议、医疗纠纷、房屋买卖、土地经
营、金融消费、知识产权、价格争议等常
见易发纠纷类型。

多元解纷案例库与人民法院案例

库实现数据共享、检索同步。登录后，
社会公众可以根据需求通过检索案由、
关键词等多种方式高效准确查询所需
调解案例等，人民法院案例库关联裁判
案例也同步展示在检索结果页面中，更
好为社会公众寻求多元的解纷方式提
供指引，促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实质
化解。此外，多元解纷案例库还面向特
邀调解组织提供典型案例推荐入口，调
解组织可以登录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
展案例推荐工作。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齐琪）记者22日从司法
部获悉，2025年司法部将重点抓司法行政基层基
础建设，综合运用司法行政各类资源，提升基层
服务效能。

据悉，2025年，司法行政系统将统筹推进教
育改造、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纠纷化解、法治宣
传。大力加强司法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强化基
层保障能力，凝聚基层司法所人员、人民调解员、

“法律明白人”、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和法律
服务工作者等合力，防风险、促稳定，不断提升基
层依法治理效能，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作
出积极贡献。

据介绍，2024年司法行政系统扎实开展“化
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全年调解
矛盾纠纷 1843.7 万件，同比增长 7%。法律服务
不断优化，全年办理司法鉴定、仲裁案件同比增
长5%、26%，公证“高效办成一件事”扩充至31类
84项。培育420万“法律明白人”，实现村、社区
全覆盖。

司法部：

综合运用司法行政各类资源
提升基层服务效能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罗沙李晋娴）最高人民法
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2日联合发布5件依法惩
治恶意欠薪犯罪典型案例，进一步强化劳动者权益
法治保障，指导各地执法司法机关做深做实治理欠
薪相关工作。

据介绍，2020年至2024年五年间，全国法院
共审结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6200余件、生
效判决人数6200余人。目前，个别用人单位和个
人拖欠劳动报酬，甚至恶意欠薪、严重侵害劳动者合
法权益的情况仍然存在，解决欠薪问题需要全社会
共同努力、久久为功。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和司法机关切实强化工作合力。任某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案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时立案调
查、收集固定相关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刑法
威慑和教育功能，督促行为人积极履行支付义务，实
现劳动者权益保障与当地社会稳定的“共赢”。

同时，司法机关坚持宽严相济，最大限度维护
劳动者权益。某信息公司、冯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案中，人民法院依法严惩一审宣判前仍不履行支付
义务的被告单位，对被告单位负责人判处实刑，彰显
宽严相济“严”的一面。翁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中，人民法院对欠薪数额、人数相对较少，未造成严
重后果，且在公诉前付清劳动报酬的行为人依法免
予刑事处罚，体现宽严相济“宽”的一面。

此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司法机关畅通
行刑衔接，完善工资支付保障机制，推动欠薪矛盾实
质化解。在邓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中，人民法院
依法严惩执行领域恶意欠薪行为，做实追赃挽损工
作，兑现劳动者胜诉权益。某旅游公司、王某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案中，人民法院在审理期间积极协调被
告单位足额支付所欠劳动报酬，并在维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的同时，通过对被告单位负责人适用缓刑，促
进企业恢复经营、健康发展。

最高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

依法惩治
恶意欠薪犯罪典型案例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刘硕）记者21日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获悉，2024年以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持
续开展依法惩治恶意欠薪犯罪、根治欠薪工作，依法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据统计，全国检察机关2024
年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依法批准逮捕612件
617人，同比上升17.2%、16.9%；依法受理审查起诉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2892件3473人，同比上升
4.3%、5.4%；依法提起公诉1495件1866人，同比上
升4.4%、7.3%。

检察机关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人社部门的
信息共享，推动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2024年
共监督公安机关立案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
103件110人。同时，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加强释法
说理，积极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并协调各
方，督促欠薪企业和个人支付报酬，2024年检察环
节共追讨欠薪共计人民币2.44亿余元。

最高检近日发布了6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推动治理欠薪典型案例。这批
典型案例既反映出检察机关依法严惩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犯罪，也体现了检察机关在推动建立治理欠
薪长效机制、推动社会综合治理等方面的探索。

严惩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
全国检察机关去年起诉186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