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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孙双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当前，疫情尚
未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在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双重压力
下，我们要采取哪些“硬手段”，
打好防疫救治“下半场”？

补上防疫救治物资“短板”

在政府工作报告列出的医
疗重点任务中，防疫救治医疗设
施、移动实验室、应急物资这3个
名词，受到代表委员关注。

“报告提出的医疗重点任务
非常有针对性。”全国人大代表、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说，
为了防止疫情暴发导致的医疗
物资短缺，应尽快补上防疫救治
物资的短板。

短板如何补齐？“平战结合”
成为关键。

“当时有的医院没有呼吸
机、可移动CT，都是临时调配。”
张伯礼1月27日刚到武汉时，疫
情形势严峻。他建议，修改传染
病防治法，完善抗疫战略物资存
储与调配制度，“平时用得上，战
时能顶上”。

在与新冠病毒的战斗中，移
动实验室立下汗马功劳。在吉
林舒兰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
中国疾控中心支援的P3移动实
验室承担了大量的核酸检测
任务。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白
求恩第一医院院长华树成认为，
目前，我国县一级医疗机构核酸
检测能力仍显薄弱，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背景下，用移动实验室
作为应急检测的补充力量十分
必要。

“疫情发生早期，深切感受
到应急物资保障的短缺，这给
疫情防控带来极大挑战。”全国
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刘
艳建议，应急物资应做国家和
民间储备两手准备。民间储备
可以发挥企业市场化储备的优
势，解决目前储备品种单一、储
备规模难以应对巨灾的现实
需求。

公共卫生治理
促救治关口“前移”

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下，政府
工作报告部署“加强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被不少代表委员认为
是“应时之举、长久之策”。

作为拥有较多医药卫生界
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农工党中
央提案提出，构建满足重大疫情
防控与应急管理需求的现代化
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加强公共卫
生和生物安全领域专业人才培
养与基础研究，大力提高全社会
卫生健康素养。

“大疫之后要痛定思痛，完
善公共卫生体制，很关键的一点
是注重医防结合。”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
建言。

在医院这一端，综合医院和
传染病专科医院在疫情考验下，
正探索更好地参与公共卫生治
理，促救治关口“前移”。

一个多月前，河北沧州市成
立“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临床管
理中心”，建立市县乡村四级联
动的医防体系。

为此事奔走的是全国人大
代表、河北沧州市中心医院党委
书记温秀玲。她在深入基层开
展疫情防控时，深感疾控部门和
综合医院平时应形成合力，建议
要发挥地方实力较强的综合性
医院的带动作用，将基层疾控机
构和传染病医院管理、发展起
来。在疫情袭来时，这种模式有
助于协同作战。

科学救治打赢
疫情防控“下半场”

作为一名心胸外科专家，全
国人大代表、江苏无锡市人民医
院副院长陈静瑜完成了多例新
冠肺炎晚期肺纤维化病人的肺
移植手术。疫情期间，他还提出
组建国家级肺移植团队等建议
并被采纳。

王辰也建议，设立国家级的
医学科学院、医学健康科学基
金，以充分激发医学研究活力，
培育立于全球医学科技前沿、可
堪承担国家使命的医学科技战
略力量。

今年疫情期间，互联网科技
在医疗领域大显身手。如何进
一步促进信息技术在卫生防疫
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促进科技抗疫，首先要细化
规则。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
科主任牛朝诗建议，国家应严格
设置互联网医院和诊疗活动的
准入程序，守住服务质量和安全
底线。

促进科技抗疫，还应完善基
层信息化建设。全国政协委员、
山东省东营市副市长冯艺东建
议，通过建好用好网格化信息数
据工作平台，设置网格地图、信
息采集、事件处置、大数据分析
研判等功能模块，提升基层公共
卫生治理的“网格化+信息化”
水平。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上海
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
玉所说，我们应该从软件和硬
件上做好储备，建立健全应对
重大疫情的公共卫生设施，“应
对传染病的挑战，将是长期任
务。我们需要未雨绸缪、长远
布局。”

疫情防控“下半场”还需哪些硬手段？

1．依法惩治影响常态化疫情
防控各类犯罪

最高法：依法惩治影响常态化
疫情防控各类犯罪，坚决维护国家
安全、生物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
社会稳定。

最高检：严惩危害防疫、非法
捕杀和交易野生动物等犯罪。

2．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最高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依法公正高效审理涉黑涉恶犯
罪案件，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
律和历史检验，让人民群众收获更
多安全感。

最高检：集中力量办理进入起
诉高峰的涉黑涉恶案件，助推长效
常治。

3．坚决惩治危害国家安全
犯罪

最高法：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
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最高检：坚决惩治危害国家安
全犯罪。

4．严惩贪占扶贫款物犯罪
最高法：严惩“三农”领域各类

犯罪，强化消费扶贫、就业扶贫、产
业扶贫司法保障，加强金融、环境
资源等案件审判，为打好三大攻坚
战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最高检：严惩贪占扶贫款物犯
罪，推动建立扶贫领域涉案财物快
速返还机制。

5．参与涉疫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

最高法：坚决依法纠正就业中
地域、性别等歧视，坚决依法纠正无
故解除新冠肺炎患者劳动合同关系
的行动，维护劳动者公平就业权利。

最高检：参与涉疫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有力促进疫后社会治理。

6．严惩公共安全、民生保障等
领域犯罪

最高法：严惩公共安全、民生
保障等领域犯罪，加强新型犯罪问
题研究应对。

最高检：规范公益诉讼检察工
作，积极、稳妥办理安全生产、公共
卫生、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网络侵
害、扶贫等领域公益损害案件。

严厉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督导“一号检察建议”落实再落实。

7．加强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从
严惩治金融犯罪

最高法：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保护商业秘密。加强数
据权利和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服务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最高检：从严惩治金融犯罪。

8．依法惩治职务犯罪
最高法：依法惩治职务犯罪，

服务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

最高检：深化监检衔接，依法
惩治职务犯罪。

9．突出办好生态环境和食品
领域损害公益案件

最高法：坚持以人民呼声为第
一信号，不断解决群众关注的难点

堵点痛点问题。
最高检：突出办好生态环境和

食品领域损害公益案件。

10．积极参与市域社会治理
最高法：积极参与市域社会治

理，发挥人民法庭作用，服务法治
乡村建设。

最高检：坚持新时代“枫桥经
验”，积极参与市域社会治理。

11．加强智慧法院、智慧检务
建设

最高法：巩固拓展疫情期间智
慧法院建设应用成果，完善互联网
司法模式，以精准司法推动数字正
义，努力实现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公
平正义。

最高检：提升检务科学管理水
平，升级智慧检务建设，全面推进
新时代基层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12．严惩司法腐败
最高法：严格执行防止外部和

内部人员干预过问司法“三个规定”
等铁规禁令，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
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扎实开展

“以案释德、以案释纪、以案释法”
警示教育，以零容忍态度严惩司法
腐败，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
去，以廉洁司法确保公正司法。

最高检：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深化中央巡视
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在“严”的主基
调下抓实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深
入开展检察队伍教育整顿，打造忠
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铁军。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影响许多人“两高”今年要干这些大事
5月25日下午，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两份工作报
告“出炉”。

2019年，全国检
察机关共办理各类案
件3146292件，同比上
升9.7%，其中，审查逮
捕案件935432件，审
查起诉案件1413742
件，刑事、民事、行政
申诉案件258520件，
公益诉讼案件126912
件，诉讼活动违法监
督 案 件 411686件 。

2019年，最高人
民 法 院 审 结 案 件
34481件，地方各级法
院审结、执结2902.2万
件，依法审理孙小果
案、杜少平操场埋尸
案，坚决扫黑除恶“打
伞破网”。审结贪污
贿赂、渎职等案件2.5
万件，积极配合境外
追逃追赃。

“惩治影响常态
化疫情防控各类犯
罪”“严惩贪占扶贫款
物犯罪”“严厉惩治性
侵 未 成 年 人 犯
罪”……“两高”今年
重点要干的这些大
事 ，将 影 响 你 我 的
生活。

本报综合消息 2016年我
国火星探测任务批准立项，计
划在“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即
2020年首次独立自主开展火星
探测。5月24日，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微信公众号发文表示，当
前，我国正按计划推进该项航
天重大工程，瞄准今年7月将火
星探测器发射升空。

我国火星探测器和用于发
射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分别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
院和一院抓总研制。

全国政协委员、航天科技
集团科技委主任包为民在“两
会”期间介绍了“天问一号”火
星探测任务。任务计划通过实
施一次发射，实现多个工程目
标，包括火星环绕和着陆巡视，
开展火星全球性和综合性探
测，并对火星表面重点地区进
行精细巡视勘查。

任务设定了五大科学目
标，主要涉及空间环境、形貌特
征、表层结构等研究。

今年是火星探测活动的窗
口期。继欧洲与俄罗斯合作的
ExoMars火星漫游车宣布推
迟发射后，目前还剩美国的“毅
力号”火星车、阿联酋的“希望”
火星探测器与中国的“天问一
号”火星探测任务仍坚持今年
发射。

倒计时！

我国火星探测器
计划7月发射

据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25日下午举行第二场“部长通
道”采访活动，生态环境部部长
黄润秋在第二场“部长通道”采
访中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
生态环境保护的形势依然严
峻，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当然是升级版的污染防治
攻坚战”。

黄润秋表示，“十三五”规
划实施以来，我国污染防治攻
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生态环境
质量总体改善。截至2019年
底，“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生态
环境领域9项约束性指标，其中
有7项已提前完成目标任务。

黄润秋表示，今年，生态环
境部还将启动第二轮第二批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围绕党
中央国务院有关生态环境保护
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围绕
群众反映的身边的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以及污染防治攻坚战
各项重点任务的落实情况，开
展督察。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第二轮第二批中央
环保督察今年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