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丽水市莲都区茶文化研究会遗失由
丽水市莲都区民政局于 2015年 2月 4日
颁发的信用代码为：513311023217008847
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副本
各一本，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上接第一版）
去年以来，我市彰显文化底蕴，深入挖

掘创作素材，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勇攀高
峰。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在浙江卫
视、江苏卫视黄金时段首播，同期收视领跑
全国；电视剧及歌曲《春风又绿江南岸》、电
影《云霄之上》、歌剧《畲山黎明》4部作品获
省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
秀作品奖，入选数量创历史新高；诗集《春
雷与败酱草》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奖；
松阳高腔《马房招亲》、青瓷《同心向党》获
第八届浙江民间文艺“映山红奖”；网络小
说《热望之上》入选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
（2021年度）网络小说榜，网络作家“耳东兔
子”入选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2021 年
度）新人榜。

以文化人，润物无声。丽水持续激活文
化创新创造，丰富百姓精神生活，让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强。

以文塑城 彰显风采

1999 年，丽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
全国首个“中国摄影之乡”，20 多年间，丽
水已经连续举办十届丽水摄影节。国际
摄联前副主席雅克·丹尼斯曾这样评价丽
水摄影对世界摄影的贡献：“世界摄影因
为 丽 水 而 丰 富 ，丽 水 因 为 世 界 摄 影 而 精
彩，丽水必将成为全世界摄影家向往的地
方。”

2022 年 11 月 17 日至 21 日，以“世界影
像，丽水坐标”为主题的 2022世界摄影大会
在丽水举行，全球顶尖摄影人才汇聚一堂，
共同探讨影像发展趋势，全面展示影像产业

创新，多元共享技术发展成果，以实际行动
打造国际摄影名城。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气质和灵魂。近年
来，丽水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全面挖
掘摄影文化、黄帝文化、汤显祖文化等宝贵
文化资源，以文化传承创新和繁荣发展提升
城市发展内涵、塑造城市精神气质。

缙云是全国唯一以轩辕黄帝名号命名
的县。举办中国第五届黄帝文化学术研讨
会、高标准承办仙都黄帝祭典、创新开发

“祭典在线”多跨场景应用、推出系列祭典
活动……市委文化工作会议召开后，缙云
迅速行动，全面开展黄帝文化浸润行动等

“五大行动”，深化黄帝文化研究，转化黄帝
文化价值，擦“靓”黄帝文化“金名片”。

遂昌依托汤显祖世界文化名人、《牡丹
亭》世界文化名著、昆曲世界文化遗产三大
世界文化品牌，以文化引领发展的高度自
觉，不断挖掘汤显祖文化内涵，推进“汤公
遗爱·盛世遂昌”文化标识建设，举办 2022
年指尖上的“班春劝农”——人类非遗助力
共同富裕系列活动、“汤公遗爱 盛世遂昌”
主题展览等，不断塑造城市特色，提升城市
形象。

丽水艺术源远流长，绿水青山孕育了创
新不息的丽水艺术，沉淀了繁荣富庶的“处
州万象”。2022年 11月 24日晚，首届丽水艺
术节“处州万象夜”璀璨点亮，这场厚植品
牌、综合集成、各界联动、全民参与的艺术盛
会，展现了新时代丽水城市美好形象和丽水

人民美好生活。
赓续红色精神，涵养城市气质。作为浙

西南革命老区所在地，我市举办浙西南革命
精神论坛、第二届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现
场经验交流会等活动，建成浙西南革命老区
公园，推出创建革命老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
区、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等重大主题报
道，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城市发展焕发
更多光彩。

以文塑城，内外兼修展新貌。过去一
年，我市还成功举办第五届世界青瓷大会、

“李阳冰杯”全国书法篆刻大展、第九届丽水
油画双年展等活动；松阳“松古灌区”入选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浙江庆元林-菇共育
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全面塑造城市精神气质，彰显独特的气
韵和风采，进一步提升城市软实力。

以文赋能 增添动力

今年 1月，青田县报送的《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价值转化的“青田方案”》获评 2022
年度浙江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项目。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已有 1300 多年历
史，于 2005 年 6 月成为世界首批、中国首个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十多年来，青田
全力做好深度保护、宣传推介、传承培育

“三篇文章”，不断开创农遗文化弘扬传承
新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7月，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大会在青田举办，以青田田鱼为主

体形象、融合水稻元素打造的文化 IP“鱼多
多”是大会吉祥物，它的创意来源于青田稻
鱼共生系统。围绕这一 IP，青田将“稻鱼共
生”从农业向文创产业延伸，释放发展新动
能。

丽水因山水而美、因文化而兴。我市深
入挖掘不可多得的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资
源、最具丽水代表性和辨识度的地域特色文
化，深刻把握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经济属性，
推动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丽水，村晚山宴、村晚山路、村晚山
货、村晚山歌组成的“村晚山字号”让村晚产
业羽翼丰满起来。从代加工到贴牌生产，再
到自主品牌建设，云和木玩产业不仅培育出

“木玩世家”“玩木”等众多原创 IP，一条集设
计、制造、跨境电商、主题乐园等于一体的全
新产业链雏形显现。松阳县从修缮盘活乡
村闲置老屋入手，活化利用，带动松阳 60%
以上的乡村植入了民宿、农家乐、文化产业、
艺术家工作室等新型业态。

悠悠处州府，千年永流传。丽水丰厚的
文化资源穿越千年，化作“山风”，吹进这座
城市探路的新征程。为了让千年宋韵在新
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2022年 12月
至 2023年 3月，我市举办“丽水山风”文创产
品设计大赛，深入挖掘丽水文化内涵，吸引
各界创意人才聚焦丽水，为丽水文创品牌建
设添砖加瓦。

在数字化浪潮中，我市围绕数字文化
的工作要求，重点推进具有丽水辨识度、

管用好用的场景应用，努力创建一批丽水
文 化“最 佳 场 景 ”，助 推 城 市 发 展。 2022
年，青田石雕数字化、丽水山路等 5 个应用
获评全省数字文化系统优秀应用，龙泉青
瓷非遗产业在线、村晚梦剧场等 6 个应用
入选省级试点，赋能丽水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以文化为平台，以创新为手段，我市文
化产业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过去一年，惠
明禅茶文化产业园、那云·天空之城等一批
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顺利推进；加快推进剑
瓷、石雕、木玩、文体用品、数字影像产业五
大百亿产业集群发展；打造庆元蔡段彩妆
村、遂昌黄泥岭音乐村、景宁东弄网络作家
村等特色文化村；云和木玩童话小镇入选全
省首批文化基因解码成果转化利用示范项
目；云和、景宁入选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扶持县名单等。

花开千树，文化飘香。丽水文化建设因
时而兴、乘势而上，以文化浸润秀山丽水，赋
能人民美好生活，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站在
新起点，锚定新目标，奋进新征程，我市将始
终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奋力谱写
文化强市建设新篇章。

春风浩荡花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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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翻开今年的两高报告，5年来的一串串
数字勾勒出法治中国建设的新亮点，呈现了
极不平凡的司法进程，从维护社会稳定到服
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到保障民生，这些
有力的数据带给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可以感受到法治的力
度和温度。

依法审结涉黑涉恶案件3.9万件

最高法报告显示，依法审结涉黑涉恶案
件 3.9万件 26.1万人。对孙小果、杜少平、陈
辉民、黄鸿发等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一批
为害一方的“村霸”“街霸”“矿霸”被绳之以
法。

近年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重大成
果，重大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打伞破网”
成效显著，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整治，社会治
安环境显著改善，群众安全感、获得感不断
增强。

相关影视剧的热播，点燃全社会对扫黑
除恶题材影视剧的高度关注，反映出人民群
众对扫黑除恶斗争成果的拥护和认同。

山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张巧良代表认
为，持续推动扫黑除恶斗争向纵深发展，必
须保障在法治轨道上常态化推进，坚持打早
打小，促进常治长效，对黑恶势力的“保护
伞”“关系网”一追到底。

“未来应进一步畅通线索举报渠道，广
泛持续发动群众基层治理力量，为精准打
击、源头治理提供路径。”张巧良说。

探索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3051名责任人被依法不起诉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最高检报告
显示，2020 年起探索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
点：对依法可不捕、不诉的，责成涉案企业作
出合规承诺、切实整改；会同国务院国资委、
全国工商联等 12部门共建第三方监督评估
机制，强化监管落实。

试点以来，共办理相关案件 5150件，已
有 1498 家企业整改合格，3051 名责任人被
依法不起诉；另有 67 家企业整改不实，243
名责任人被依法追诉。

检察机关近年来持续推进涉案企业合
规改革工作，着力防止司法实践中对涉案企
业“一诉了之”“一放了之”的简单做法，避免

“办了案子，垮了企业”，着力营造安商惠企
法治化营商环境。这对于服务保障当前高
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法治意
义和现实意义。

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主任冯帆代表
认为，检察机关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工作，让涉案企业有了重获新生的机会，对
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
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检察机关积极适
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促进涉案企业真整
改、真合规，让这些制度改革更加落到实处。

审结金融犯罪案件10.1万件

最高法报告显示，审结金融犯罪案件
10.1 万件、金融民商事案件 1037.7 万件，助
力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审慎处理
涉连环担保和 P2P网络借贷等案件，以市场
化法治化手段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天能控股集
团董事长张天任代表认为，金融犯罪潜伏性
强、影响面广，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危害
国家金融安全。以法治建设维护金融管理
秩序，是当前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保障。

“司法机关彰显了坚决遏制金融犯罪的
鲜明态度，加快推进金融审判体系和审判能
力现代化，坚定不移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助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服务深化金融
体制改革，彰显了司法助力营造良好金融环
境的信心与决心。”张天任说。

起诉行贿犯罪1.4万人

最高检报告显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
查，出台指导意见，会同国家监委发布典型案
例，起诉行贿犯罪1.4万人，震慑“围猎者”。

近年来，纪检监察部门和司法部门扎实
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形成对行贿行为的强
大震慑。受贿行贿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毒
瓜”，受贿行贿一起查斩断的是“围猎”与甘
于被“围猎”的利益链，对坚决打赢反腐败斗
争攻坚战持久战具有重要意义。

“受贿行贿一起查体现了‘惩小恶防大
恶’的治理现代化理念。”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韦震玲委员表示，
要加快大数据和技术赋能监察侦查、司法审
判和法律监督等环节的建设力度，提高对受
贿行贿犯罪的综合治理能力，通过织牢行贿
犯罪“监督网”，让“围猎者”寸步难行。

认定属正当防卫不捕不诉1370人

“认定属正当防卫不捕不诉 1370人，是
前五年的 5.8倍。”最高检报告中这一表述不
仅回应了社会关切，更彰显了“法不能向不
法让步”的理念。

正当防卫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法律精神。从“昆山反杀案”到“福建赵宇
案”，近年来多起正当防卫案件引发社会关
注，也反映出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安全等
方面更高的需求。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是
与不法行为做斗争的重要法律武器。”广西
崇左市高级中学副校长黄花春代表说，司法
机关明确正当防卫的界限标准，符合正当防
卫成立条件的，坚决依法认定，切实矫正“谁
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倾向，
这是合民心、顺民意的司法进步。

追赃挽损31.9亿元，守护群众养老钱

最高法报告显示，严厉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审结“老庆祥”“夕阳红”“长者屋”等针对
老年人的非法集资案件，判处罪犯 4523人，
追赃挽损 31.9亿元，守护群众养老钱。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以
养老为名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破坏老龄事
业发展的诈骗类犯罪也呈现高发多发态势。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
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杨再滔代表说，保障老年
人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面对形
式多样的养老诈骗类犯罪，既要快捕快诉，依
法打击犯罪，全力追赃挽损，又要强化法律宣
传，提高老年人的防诈反诈能力，更要关注养
老诈骗背后折射出的社会治理问题。

推动入职查询2003万余人次

2020 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
强制报告和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入职查
询两项法律规定，充分体现了我国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在法治层面的进步。

最高检报告显示，推动入职查询 2003万

余人次，不予录用 1830人，6814名有前科劣
迹人员被解聘。

根据法律定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
位包括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婴幼儿照
护服务机构、早期教育服务机构；校外托管、
临时看护机构、家政服务机构、医疗机构以
及其他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培训、监护、救
助、看护、医疗等职责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等。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入职查询制度
的建立，体现了检察机关贯彻最有利于未成
年人原则。”山西省翼城县北关小学教师李
慧代表说，制度入法能够为未成年人更好地
阻挡潜在风险，保护他们健康成长。建议明
确未成年人密切接触单位的工作联系人，畅
通联系渠道，加强工作衔接和信息共享，为
未成年人织牢“防护网”。

审结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案
件22.6万件

最高法报告显示，审结电信网络诈骗及
关联犯罪案件 22.6万件，千方百计帮助受骗
群众挽回损失。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加大全
链条打击力度。

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应用广泛，数字
经济飞速发展，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随之快速
增长。

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反电信网络诈
骗法接续出拳，为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
法权益筑牢“防火墙”。但同时也要清楚地
看到，网络犯罪活动层出不穷，花样繁多，有
效维护清朗网络空间难度不断加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的目标要求，是机遇更是挑
战。”奇安信科技集团董事长齐向东委员说，
要持续强化对网络黑灰产业的综合打击整
治，推进行业领域深度治理。同时广泛开展
宣传教育，持续提高人民群众防范意识。

纠正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
行24.5万人

刑罚执行的公平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
要一环。最高检报告显示，最高人民检察院
和省、市级检察院开展监狱巡回检察 4973

次，覆盖全国所有监狱，发现并督促整改狱
内涉毒、涉赌等突出问题。

持续整治“纸面服刑”“提钱出狱”，对判
处实刑未执行或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监督
收监执行 7.3万人，纠正不当减刑、假释、暂
予监外执行 24.5万人。

巡回检察是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工作
进行监督的重大创新。长期以来，检察机关
对监狱、看守所监督主要是依据设置的驻
监、驻所检察室进行监督。2018年创设巡回
检察制度，被纳入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
法，“派驻+巡回”让监督更有力。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正代表说，
“派驻+巡回”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监所检察新
模式，有效提升了刑罚执行监督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提升了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建议继
续完善巡回检察制度，制定配套细则，明确各
级检察机关在巡回检察工作中的职能定位，
还应加强信息交换、动态监测和资源共享。

受理执行案件4577.3万件

最高法报告显示，受理执行案件 4577.3
万件，执结 4512.1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9.4万
亿元。

人民法院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
战并持续巩固成果，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
烈的执行领域突出问题，努力兑现群众胜诉
权益，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迈进。

近年来，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网络执行查控手段臻于成熟、全国范围内的
征信体制不断完善，让拒绝履行生效判决义
务、逃避执行的“老赖”寸步难行。

“兑现群众胜诉权益是保障公民合法财
产权利的关键一环，也是保护公民宪法权利
的重要体现。”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聂鑫委
员表示，应巩固、深化数字化带来的成果，加
强部门协同，搭建大数据平台实现司法信息
共享，创新财产变现形式，配合不断推进的
民事强制执行立法，切实保障胜诉人权益，
让应被执行的、可被执行的财产“无处可
藏”，让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

新华社记者 刘奕湛 齐琪 吴文诩 方
问禹 李紫薇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十组数据看司法为民的力度和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