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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解决执行难”如期达成
在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关

于解决“执行难”的内容占了相当的篇幅。媒
体大脑梳理发现，关于解决“执行难”的内容
最早出现在 1988 年最高法工作报告中，此后
历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三次分别是 2018 年
的 9 次、2011 年的 8 次、2000 年的 7 次。而
在今年的最高法工作报告中，这一方面内容
足足出现了 22 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
“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部署，最高人民法院
2016 年 3 月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
执行难问题”。

三年来，全国各级法院全力攻坚，共受理
执行案件 2043 . 5 万件，执结 1936 . 1 万件，
执行到位金额 4 . 4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98 . 5%、105 . 1% 和 71 . 2%，解决了一批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促进了法治建设和社
会诚信建设。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今年的报
告中所说：“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各级法院不懈努力、
久久为功，一定能够实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

“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 1589 份！

道路千万条，人身安全第一条。
媒体大脑梳理发现“人身安全”一词在

1987 年的最高法工作报告中最早出现，“人
身安全保护令”一词的出现却是在 29 年后的
2016 年最高法工作报告中。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事强制措
施，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
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确保婚姻案
件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而作出的民事裁定。

今年的最高法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在过
去的一年里，全国各级法院共发布“人身安全
保护令”1589 份。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明确规定了“人身
安全保护令”可包括的措施，即禁止被申请人
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
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
出申请人住所；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
措施等。

全面建设“智慧法院”

科技在进步，法院自然也不能落后。
媒体大脑分析数据发现，“智慧法院”一词

首次出现在 2016 年，但在今年的工作报告中，
有更多的词条跟“智慧法院”关联在一起，这些
看似“高大上”的科技成果其实早已和你我的生
活密切相关。

如果你经常网购，你会发现国内多家电子
购物平台早已推出“司法拍卖”，大到一套房子、
一辆车，小到一件家具、一部手机。通过推行网
络司法拍卖，成交率、溢价率成倍增长，为当事
人节约佣金 205 亿元，有效破解拍卖环节暗箱
操作和权力寻租。

如果你遇到欠债不还的“老赖”，别担
心，有“智慧法院”建设着力解决查人找物
难题。目前，全国各级法院建成的网络查控
系统已与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 16 家单位
和 3900 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覆盖存
款、车辆、证券、不动产、网络资金等 16 类
25 项信息，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一
网打尽”。

这些还只是“智慧法院”的“冰山一
角”，“司法大数据和服务平台”“类案智能
推送”“法信智答版”“智能语音云平台”“智
能辅助”“电子诉讼应用”“网上阅卷”“网上
开庭”“电子送达”“互联网法院”“互联网司
法新模式”等等，这些带有高科技意味词汇
的背后都是互联网时代的便捷和高效。
(记者高洁、李放)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力 度·温 度·速 度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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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跟随新
华社“媒体大脑”一起感受
最高法报告中的力度、温
度和速度。

本报原创手绘：代表成长记

新 华 社“媒 体 大 脑”

带您感受最高法报告

3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回顾 2018
年工作时，提到“落实人民陪审员法，增强陪审员广泛
性和代表性”。人民陪审员法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体
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于保障公民参与国
家事务管理的民主权利、提高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公信
力和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什么样的人能担任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
如何产生？能审什么案子？请跟我们一
起走进动新闻《人民陪审员有话说》。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社动画视频
报道《动新闻|人民陪审员有话说》。

动画新闻：

人民陪审员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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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
电(记者高洁) 12 日，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听取
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所作的工作报告。值得
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首
次选用三维动漫产品的形
式对工作报告进行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完成
得怎么样？可以通过扫描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首页的
二维码来阅卷！对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进行解读的三
维动漫产品是由最高人民法
院新闻局和新华社新媒体中
心联合制作，用户只要拿出
手机，扫描 12 日正式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首页
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在三维
场景下看报告。这也是新华
社制作的新媒体产品首次登
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据介绍，该新媒体产品通过要点梳理和数据分
析，并可视化地展现了在过去一年中全国法院的主要
工作，使人民群众可以更为直观地了解最高人民法院
的工作。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社协助推
出的“三维场景看报告”。

每年两会都有这样一群代表

他们来自基层一线，来自你我身边

把接地气的建议带到会上

代表人民行使权力

从容履职的背后

是身份转换带来的尽责

从一线从业者到人民代表

基层代表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不妨跟着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画笔

看看庄艳代表的故事

扫描二维码，跟新华

每日电讯一起感受《代表

成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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