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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办腐败情况

“打虎” “拍蝇” “猎狐”

县处级
15234人

厅局级
2405人

省部级
120人

在民生领域
查办“蝇贪”
62715人

劝返、遣
返、引渡外
逃职务犯
罪嫌疑人
222人，其
中“百名
红通人员”
35人

抗诉或建议再审
18起重大冤错案

四万余检察干警
全部转隶监察机关

B
编辑：李晓风 电话：6882934 版式：蒋 玲 2018年3月12日 星期一 农历正月廿五

04
聚焦全国两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工作报告，5年来立案侦查职务犯罪25万余人，较前五年上升16.4%

立案侦查周永康等120名“大老虎”
3月9日，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曹建明在向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作工作报

告时提到，党的十

八大以来，检察机

关对周永康、孙政

才、令计划、苏荣

等120名原省部级

以上干部立案侦

查，对 105 名原省

部级以上干部提

起公诉。

曹建明说，检

察机关5年来共立

案侦查职务犯罪

254419 人，较前五

年 上 升 16.4% ，为

国家挽回经济损

失553亿余元。其

中，涉嫌职务犯罪

的县处级国家工

作人员 15234 人、

厅局级2405人。

在 查 处 行 贿

受贿方面，共查办

国家工作人员索

贿受贿犯罪 59593

人、“围猎”干部的

行 贿 犯 罪 37277

人，较前五年分别

上升6.7%和87%。

自 2014 年 10

月持续开展职务

犯罪国际追逃追

赃专项行动以来，

检察机关已从 42

个国家和地区劝

返、遣返、引渡外逃

职务犯罪嫌疑人

222 人，包括杨秀

珠、李华波、王国

强、黄玉荣等35名

“百名红通人员”。

报告原文

2017 年北京、山西、浙江检
察机关先行试点，取得重要经
验。其他非试点省区市检察机
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 46032 人，
同比上升4.7%，确保查办力度不
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四级
检察院反贪、反渎和预防部门职
能、机构及 44151 名检察干警已
全部按时完成转隶。

解读

监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
要内容就是将人民检察院查
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
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
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

最高检办公厅主任兼新
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松苗
说，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

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整合
反腐败工作力量，建立集中统
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深入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今年 2 月 23 日，最高检召
开全院干部大会，欢送反贪污
贿赂总局转隶的同志，标志着
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也完
成向监察机关的转隶。

王松苗说，转隶完成之后，
检察机关承担着对监察委调查
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采取强制
措施、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等职
责，我们将按照中央要求，积极
配合监察机关做好相关工作衔
接，形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
约的体制机制，继续在依法反
腐中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报告原文

对提请“减假暂”不符合
法定条件或程序，以及裁定或
决定不当的，监督纠正 11.8 万
人。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以权减刑”、“提钱出狱”等问
题，以职务犯罪、金融犯罪、
涉黑犯罪为重点，强化对异地
调监、计分考核、病情鉴定等
环节监督，共监督有关部门对
2244 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原
厅局级以上干部121人。

解读

刑罚执行是刑事司法活
动的最后环节，刑罚执行这

“最后一公里”能否打通决定

了刑事司法的目的能否实现。

王松苗提到，检察机关紧紧

围绕刑罚执行重点对象和关键

环节，坚决纠正违法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坚决查处刑罚执

行过程中的司法腐败，切实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

针对一些“有钱人”“有权

人”犯罪后“以权赎身”“提钱出

狱”的问题，在全国检察机关部

署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

行专项检察活动，加强同步监

督，逐人建档逐案审查，一些“有

权人”“有钱人”刑罚变更执行不

规范的情况得到了有效整改。

报告原文

对受理申诉或办案中发现
的“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

“沈六斤故意杀人案”“卢荣新
强奸杀人案”“李松故意杀人
案”等18起重大冤错案件，及
时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
人民法院均改判无罪。

对人民法院再审的聂树斌
案、呼格吉勒图案、王力军无
证收购玉米案等案件，检察机
关同步成立专案组，重新复核
证据、明确提出纠正意见，共
同纠错。

对冤错案件首先深刻反省
自己，倒查追究批捕、起诉环节
把关不严责任，吸取沉痛教训。

解读

王松苗说，检察机关作
为法律监督机关，有责任让
正义及时实现、尽早实现，
决不能让正义缺席。近年
来，检察机关陆续发现和纠
正了一批冤假错案，这些案
件教训十分沉痛。

在 纠 防 冤 假 错 案 工 作
上，一方面，检察机关坚持
自身严格公正规范文明执

法，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制
度，特别是对于已经发生的
冤错案件，首先是躬身自
省、痛定思痛，倒查并追究
批捕、起诉环节把关不严的
责任，认真剖析问题，深刻
吸取教训，切实做到举一反
三、引以为戒。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要求，
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责任制改
革，实行“谁办案谁负责、谁
决定谁负责”，使办案的检察
官对自己的办案行为负责，作
出案件处理决定的检察官对自
己的处理决定负责，进一步压
实压紧办案责任。

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作
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切实
强化立案、侦查、审判、刑
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法律监
督职责，与公安机关、人民
法院等部门一道，坚决守住
防止冤假错案的底线。在总
结监督纠正重大冤错案件工
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制度
机制防范冤错案件发生，比
如规定对有重大冤错可能的
申诉案件交由异地进行办
理，以消除阻力和干扰，切
实发挥检察监督的职能作用。

监督对2244名罪犯
收监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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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原文

在中央政法委统一领导下，
检察机关牵头，对政法各机关
羁押 3 年以上仍未办结的案件
集中清理。经政法各机关共同
努 力 ， 2013 年 核 查 出 的 4459
人，至 2016 年 10 月全部清理纠
正完毕。

解读

此前有专家在接受新京
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久押
不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长期处于既“诉不出”“判不
下”但又“放不了”的悬而未决
状态，不仅直接侵害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还意
味着不能依法及时有效惩处

犯罪分子、还刑事被害人以司
法正义，同时也造成司法资源
浪费，必须依法坚决纠正、有
效防止。

王松苗就此解读，在专项
清理工作圆满画上句号之后，
如何有效防止产生新的久押
不决案件，包括“前清后积”

“边清边积”等，最高检要求各
级检察机关发挥审前把关作
用，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
法律关，防止因案件“带病”进
入公诉和审判环节而造成新
的久押不决；建立久押不决案
件预警制度，预防发生新的久
押不决；更加重视发现和纠正
久押不决问题，一旦发现立即
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并依纪依
法严格追究责任。

清理羁押
3年以上未办结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