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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印发文件部署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
2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最高检近日印发了
《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
见》和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
推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准确落实和不断健全完善司法
责任制。
　　据介绍，最高检曾于2015年9月出台《关于完善
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此次印发的
《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
见》在此前文件基础上进行了多方面修改完善。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史卫忠介绍，
意见对“权”和“责”的相关规定进一步作了细化。
在职权配置方面，既明晰检委会、检察长、检察官职
责权限，又明确检察官助理、书记员等职责范围；在
责任落实方面，既明确司法办案职责，又明确监督管
理职责。意见还坚持“放权”与“控权”并重，专章
规定了“完善检察权内部制约监督机制”。
　　在完善检察权管理机制方面，意见提出，健全防

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常态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
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的记录报告制度，完善记
录报告内容核查、违纪违法案件倒查等机制。意见还
要求，进一步完善案件信息公开平台建设，优化检务
公开工作。
　　据介绍，《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自
2020年印发实施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严肃追究了280
多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责任的检察人员司法责任，
有力促进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新修订的条例进
一步明确了司法责任追究的范围，对具体追责情形进
行了修改完善，对司法责任认定与追究程序进行了优
化，并且进一步完善了违反检察职责线索受理、司法责
任追究程序启动机制、司法责任调查机制、司法惩戒与
纪检监察机关执纪执法衔接配合机制等方面内容。
　　为了更好地推动落实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新修
订的条例对相关条文作了优化调整、补充完善，进一
步明确检察人员应当对其履行检察职责的行为终身
负责。

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
同比增加20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8%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记者23日从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召开的2024年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
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698万人，同比增加20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8%；失业率保持低位，6
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5.0%，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低
于预期调控目标。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在
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得益
于经济回升向好，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工业实现较快
增长，特别是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先进装备、新型
材料等制造行业需求释放。同时，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为就业形势稳定提供了重

要支撑。
　　今年以来，我国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
策，上半年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为企业减少成本
859亿元，对稳定企业用工发挥了积极作用。从重点
群体就业看，农民工就业稳中有进，6月末脱贫人口
务工规模超过3000万人。
　　发布会还介绍了社保最新情况。截至6月末，新
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省市累计参保
886万人，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分别为10.71亿人、2.43亿人、2.99亿人，同比分别增加
1423万人、388万人、478万人。6月末三项社会保险基
金累计结余8.8万亿元，制度运行总体平稳。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多地
遭遇不同程度洪涝干旱灾害，秋粮形势备受关注。农业
农村部将对积水农田加快排涝降渍、对受旱地块广辟
水源及时浇灌、对绝收地块因地制宜改种补种，加快灾
后农业生产恢复，奋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这是记者24日从国新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
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韩俊介绍，根据农业农村部
农情调度，秋粮面积比上年稳中有增，作物长势总体
正常。目前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高于去年，但是成灾
面积同比减少600多万亩。
　　当前是防汛抗旱的关键期，也是秋粮作物产量形
成的关键期。韩俊表示，将时刻绷紧防灾减灾这根
弦，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尤其要盯紧主
产区和重灾区。加快灾后农业生产恢复，组织农业科

技人员和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同志下沉一线，进村入户
蹲点包片，精准精细指导服务。
　　关于夏粮丰收情况，韩俊介绍，今年夏粮增产
72.5亿斤，达到2995.6亿斤，再创历史新高，是近9年
里夏粮增产幅度最大的，对于稳定物价、稳定老百姓
预期作用明显。
　　今年夏粮能够获得丰收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
面积稳住，二是单产提高。“经测算，单产的提高对
夏粮增产的贡献率超过90%。”韩俊说，近年来农业
农村部聚焦玉米、小麦、大豆等主要粮油作物实施大
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比如对小麦集成推广了深翻整
地、播后镇压、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在关键农时
全覆盖实施“一喷三防”，抓好病虫害统防统治、应
急防治，夏收期间组织6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跨地区作
业等，增产、减损协同发力，取得良好成果。

农业农村部：加快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夺取粮食丰收

让技能型网红
受到更多追捧

□本报评论员 薛静

  电器维修、花木养护、焊接工
艺……不少实用技能型人才在网络上
走红。技能型网红大多是精通某项专业
技能且乐于分享的优秀人才，他们通过
对专业的努力学习和钻研，使自己成
为行业标杆。 （据《工人日报》）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打
开短视频平台，依靠一门技能走红的博主越
来越多，他们被称作“技能型网红”。与其
他类型的网红不同，技能型网红大多精通现
实生活中的某项专业技能，如电路维修、兽
医甚至特种设备搬运，通过刻苦学习专业知
识，锻炼实践能力，让自己成为行业标杆。
  毋庸置疑，这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这些年来，愿意“进厂”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能安下心来钻研技术、苦练本领的更是
少之又少，这与产业工人待遇偏低、社会认
可度不高有比较大的关系。而技能型网红的
出现，对于引导带动年轻人认识技术、理解
技术、学习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统计，仅抖音平台“晒晒你的职业技
能”话题，就吸引了约4000人参与，播放量
约2.5亿次，相关短视频也持续火爆。一些
技能型网红凭借扎实的技术能力，组建了团
队，发展迅速。很多年轻人通过看视频，考
取了专业证书，也走上了“技术傍身”的道
路，不仅提高了收入，也拓宽了职业道路。
  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旷野就意味
着无限可能。对于“是否要去学技术”这件事，
其实没必要一味抵触。只要适合自己，能从职
业中获得成就感，那就值得为之一试。职业并
非一成不变，以前是“学门手艺挣口饭吃”，现
在则是“苦练技术当行业翘楚”。技能，既是
立身之本，更能改变人生、走上巅峰。
  提高产业工人经济待遇、提升社会地
位、得到与其社会贡献匹配的评价与荣誉，
让“劳动光荣”重新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
值观，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更多技能
型网红成长创造条件，营造“技术长红”的
社会氛围，才能推动更多优秀技能人才脱颖
而出、茁壮成长。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台风“格美”预计
于25日下午到夜间在福建福鼎到晋江一带沿海登
陆。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4日发布安全
提示。
　　受台风“格美”影响，浙闽等地预计有较强
风雨天气，公众要避免前往山区、海岛、沿海等
危险地区。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东部、浙闽赣
皖等地在24日至26日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
雨，公众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江河洪
水、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城乡内涝等灾
害，远离河道和地势低洼地区。受台风影响地区
要做好船只回港避风、人员上岸避险和转移安置
等工作，提前落实沿海旅游景区、在建工地、交
通航线、跨海大桥等关停措施。
　　此外，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台风、暴雨预警
和避险提示信息，提前储备必要生活物资，加固
门窗，台风暴雨影响期间减少出行，留在家中或
安全地点避风。一旦遇险，及时拨打119电话
求助。

台风“格美”来袭

两部门发布安全提示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24
日举行的全国大法官研讨班获悉，全国法院充分发挥
刑事审判职能，今年上半年审结一审刑事案件56
万件。
　　最高法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法院加大电信网
络诈骗、跨境赌博等犯罪打击力度，审结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1.5万件3.1万人，案件数量同比增长22.9%；坚
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审结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案件104件，同比下降27.8%；依法惩治腐败犯罪，审
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1.2万件1.5万人，审结原
中管干部职务犯罪案件17件。
　　最高法提出，要充分发挥刑事审判惩罚犯罪、保
护人民的职能作用，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
打击、震慑、预防、教育、挽救等有机结合起来，对
严重危害政治安全、公共安全等犯罪绝不手软、坚决
打击、形成震慑，同时善于做好教育、挽救等工作，
做深做实保安全、护稳定。

　　最高法还提出，要牢牢把握“公正与效率”这个
审判工作主题，以改革促公正、提效率，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惩治网络暴力要强化行政监
管、处罚，必要时须以公诉案件追究，当事人不了
解，法院就应释明告知，依法将欲自诉案件移送公安
机关”。
　　记者同时了解到，人民法院将紧扣全面深化改革
重大部署，以执法司法的制约监督、协同配合强化人
权保障，确保审判权在人民监督下、在法治轨道上有
序运行。
　　最高法对此提出，司法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防
线，也必须成为最有力的防线，要让包括受害人、权
利人、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违约侵权等过错
方、被执行人等在内的各方合法权益都得到应有保
障、感受到公平正义。要牢记“100-1=0”的道理，
切实加强审判管理，依法规范办理每一个案件，强化
人权保障、树立司法公信。

上半年全国法院审结电诈案件数量同比增长超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