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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词】
公平正义，是雕刻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价值坐

标。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崇
高追求，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传承的精神基因，
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一贯主张。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
保障。

在一个现代文明国家里，司法就是守护公平正
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老百姓的心里，法就是天。

如果这道防线失守，受伤的将不只是公正。
曾经，在一些司法案件中，钱与法的交易，权

与法的寻租，使个别司法裁判异化为正义污点。
公平正义如同空气与水。它不能缺席、不应迟到。
【字幕】2015年3月24日 北京 十八届中央政

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
【同期】习近平总书记
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也会严重影响全

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严重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严
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解说词】
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蹄疾步稳。十八届

三中全会将司法改革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
域之一，“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
度”，面对亿万双期盼公正的眼睛，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正行进在改革路上，也行进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身边。

【推出片名：将改革进行到底 第四集 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

【解说词】
2014年 2月，早春的北京迎来了又一个吐绿

的时节，万物复苏中萌发出的每一颗新芽，都会给
人带来一丝小小的欣喜。

就在这个早春二月，新一轮司法改革按下了
启动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
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要深化司法体制
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证公正司法、加强政法队伍、维护人民权
益、提高司法公信，四个有力的动词，托起了改革
的核心目标。

改革的鼓声敲响。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统筹

部署被提高到了中央层级。
【同期】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 姜伟
对这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党中央高度重视，统

一部署，顶层设计。一些重大的司法改革举措都
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来审定。从这一轮司法改革的领导层级、推进
力度、配套举措、科技含量来看，十八大以来的司
法改革不同以往。

【字幕】2014年12月15日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同期】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原常务副院长

赵建平
我代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向你们表示真

诚的道歉，对不起。
【解说词】
2014年12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强奸杀人案

再审宣判，沉冤18年的呼格吉勒图被宣判无罪，公
检法27名办案人员被追责。

然而，这份追责名单上的人员，没有一个被追
究法律责任。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司法权力运行
机制是行政化的，办案子的法官、检察官对案件没
有决定权，而是要报上级领导层层审批、集体决定。

【同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所以发生错案的话不知道是谁的责任。而且

法官遇到疑难案件，为了推卸责任，他也不作出决
定，他把案件往上交。

【同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少平
这就导致责任不清。假如这个案子出问题了，

那么是由审理者负责呢，还是由审批者负责呢？
【字幕】2015年3月24日 北京 十八届中央政

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
【解说词】
2015年3月24日下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进

行了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学习时，给出了推进司法改革的关键一招——“要
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

司法责任制，短短五个字，直指要害。针对“审
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顽疾，司法责任制改革对症下
药，明确要求法官、检察官要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落实司法责任制，就是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
判者负责。

【同期】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张文显
“司法”最大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一个规律性

的东西，就是亲历性。所以司法责任制，说到底，
它最大的（改变）就是去行政化，让法官、检察官真
正成为司法工作的主体。

【解说词】
司法责任制落实后，办案法官、检察官将独立

判案，独立签发法律文书。也就是说，法官自己办
理的案件，怎么判，自己就能说了算。谁办案、谁
有权；谁用权、谁负责。案子判得对不对，是否公
正，考验的就是法官个人或合议庭本身。

放权不等于放任。那么，谁能够经受这样的
考验，担当这样的责任呢？

【同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少平
这个责任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担当的，它

是要有政治上的要求，要有品格上的要求，要有职
业上的要求。

【同期】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
胡仕浩

就是我们对法官要实行员额制的管理，要把
我们现有的一些不适合独立承担审判责任的法
官，让他从事审判辅助事务或者其他工作。

【字幕】广东 汕头
【同期】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林立
曾曼，你现在是副科级吗？副科级，到了正科级了？
【解说词】
林立和他的三位同事曾经都是汕头中院的法

官，但一场员额制改革，改变了他们的职业发展道
路。如今，只有林立一个人进入了员额，其他人已
经不具有法官的身份。

员额制改革，就是要分类定岗，择优入额。按
照中央制定的改革方案，入额法官、检察官不能超
过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9%。这也意味着一大批
法官、检察官在改革后不能入额，必须调整到其他
岗位。

一句话——减人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实现法

官、检察官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
汕头中院的员额竞争非常激烈，每四个法官

中，只有一个能入额。
员额考试过后，40岁的黄晓忠名落孙山，他选

择去执行局成了一名执行员。32岁的曾曼由于年
龄原因，审判经验不足，没有资格参加入额考试，
她选择做一名法官助理。曾经穿着法袍坐在审判
台上，而如今却坐在台下的助理席位上，曾曼用了
很长时间，才慢慢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

【同期】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曾曼
可能我比较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就是想

（以后）做一名法官。我觉得其实不是说员额制之
后没有机会了。而是说你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
点。你这个时间段用来积累。只要你能够积累，
其实对以后是会有更好的帮助的。

【字幕】2014年1月7日 北京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解说词】
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

上，用五个“过硬”概括了司法人员应具备的素质：政
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

员额制就是要选出符合这五个“过硬”的司法人
员。只有有了过硬的队伍，司法责任制才能落地生根。

员额制改革完成后，林立成了这支队伍中的
一员，责任也落在了他的身上。如今，林立自己独
立签发法律文书，不需要再报庭长、院长审批。这
样一个签字看上去简单，但落笔之后的责任和压
力是他人体会不到的。

【同期】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林立
落实司法责任制之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权

力大了，责任也大了。作为员额法官，工作的积极
性、主动性更强了。

【同期】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
顾永忠

这件事情做错了、做坏了，你要承担责任，这
就是最大的制约。因为他自发地要对自己约束
了。因为他知道，我办错了，后面要承担后果的。

【解说词】
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把司法责任制称作“牛鼻

子”，是因为它牵一发而动全身。司法责任制落实后，
有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发现，以前困扰多年的难题，随
着司法责任制的推进也迎来了排难解困的机遇。

【字幕】吉林 长春
【同期】公主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孙权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危险驾

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解说词】
以公诉人的身份站在法庭之上，对于检察官

孙权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出庭支持
公诉是他干了十多年的老本行，陌生是因为他曾
离开检察官一线工作已经三年。

【同期】公主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孙权
回到这个业务部门吧，多多少少有点兴奋，这

个工作我自己熟悉。
【解说词】
几年前，孙权从一名检察官被提拔成办公室主

任，从而离开了办案一线。在吉林检察系统，曾经
“官多兵少”。孙权所在的公主岭市检察院在改革
前共有78人在职，其中，真正在一线直接办案的只
有18人。

【同期】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克勤
机构多了，领导就要多。领导多了以后就在

忙开会，忙指导，忙协调，忙应酬。做了很多无效
的劳动，真正在一线办案的人相对不足。

【解说词】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推进，给内设机构改革提供

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办案不需要再进行层层审批，
很多机构自然没有了存在的必要。2015年5月，吉
林省检察院从以前的34个牌子变成了现在的10个。

改革改掉了冗余的机构，清扫着人浮于事的作风。
哪里有病灶，哪里就是改革下刀子的切口。人

情案、金钱案、关系案，这曾是司法机关内部的顽
疾，破坏公平正义的“杀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
出，“对司法腐败，要零容忍，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字幕】2014年1月7日 北京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同期】习近平总书记
实际上那些错误执行者，他也是有一本账的，

这个账是记在那儿的。一旦他出事了，这个账全
给你拉出来了。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
清单，这都得应验的。不要干这种事情。头上三
尺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解说词】
2015年 2月，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

通过《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
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这是防止以
权力干预司法的“高压线”，也是保障法官、检察官
独立运行司法权力的“防火墙”。

【同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少平
当你给他讲清楚，我们是有规定的，中央是有

规定的，那么如果你要打这个招呼，我们是要记录
在案的。起码我接触的这个层次，没有任何一个
要坚持、要继续给你打这个招呼的。

【解说词】
有责先有权，用权必担责。
司法责任制落实后，权力到位，责任到人，牵住

“牛鼻子”的目的是以责任倒逼公正、保障公平。2016
年，全国法院一审服判息诉率创纪录地达到了89.2%。

案子判出公道，正义自在人心。
【同期】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马怀德
这些改革包括我们说综合性的改革，它的价值

取向或者追求，就是要确保司法的公正，确保法院审
理案件、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质量，让老百姓能够通过
司法责任制的改革，感受到每个案件的公平和正义。

【解说词】
为了使司法摆脱地方行政权力的干扰，新一

轮司法改革还推动了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
物统一管理改革，确保基层法院、检察院超然立身
于地方利益之外。

而同步推行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又解
决了法官、检察官的晋升和待遇问题，保证了最优
秀的办案人员能够安心留在办案一线，为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保驾护航。

滚石上山、立柱架梁。

以员额制为抓手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
责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
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四项基础性、制度性改革措
施，在司法责任制这块基石之上，为法治中国夯筑
起了更加符合司法规律的体制框架。

【字幕】云南 勐腊
【解说词】
30年前，我国的西南边陲小镇，15岁的少年卢荣

新在自己的卧室门上写下了几个字——吉祥红（鸿）
运。然而，40岁那年，命运却把他拖入了深渊。

【同期】卢荣新
三天三夜都不停地在审讯，手上这样拷的。要喝

水我求他们求多了，他们就（拿）那个矿泉水打开，随便
滴两三滴给你。实在是熬不住了，所以就承认了。

【解说词】
2012年9月，卢荣新被关进看守所，被迫承认

自己是一起强奸杀人案的凶手。之后，等待他的
判决结果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书上写明：
根据卢荣新的有罪供述和DNA鉴定等物证，足以
认定卢荣新就是凶手。

一般来说，DNA鉴定就是铁证。卢荣新要想
洗清罪名，难如登天。2014 年 6 月，拿到判决书
后，卢荣新提出上诉，但内心充满绝望。

当时的他并不知道，几千里之外的北京，习近
平总书记直接领导推动的一场深刻变革，将会改
写他的命运。

【字幕】2014年1月7日 北京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同期】习近平总书记
要懂得“100-1=0”的道理。一个错案的负面

影响，足以摧毁九十九个公平裁判积累起来的良
好形象。执法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
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解说词】
2014年 10月，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说明，明确提出推进以
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同期】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
卞建林

实际上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前，
呈现出了一种侦查为中心的样态。就是“公安做
饭，检察院端饭，法院吃饭”。这个饭端上来以后，
夹生了，糊了，你不吃不行。

【解说词】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出之

后，法院对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采信，而
是要把证据拿到法庭上通过质证的方式，来确定
它的合法性与客观性。程序上不合法或来源不明
的证据，一律被列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同期】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王敏远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求庭

审实质化。你当时到底怎么做的鉴定，你这个凶
器到底是哪儿得来的？如果得来的途径不对，那
么你就不能作为证据。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
获得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解说词】
2016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

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
见》，这标志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全面启动。

可以说，这场变革推动的速度，就是和生命赛
跑的速度。幸运的是，已经关押在看守所四年之
久的卢荣新赶上了这一场变革。

2016年，卢荣新的一纸上诉状摆到了云南高
院法官汤宁的面前。

汤宁发现，卢荣新案存在诸多疑点。作为一
起强奸杀人案，警方在被害人身上没有提取到卢
荣新的任何生物痕迹，认定卢荣新有罪的主要证
据是遗留在现场的一把锄头。这把锄头被认定是
凶手掩埋尸体的工具，有鉴定书证明在这把锄头
上检验出了卢荣新的DNA。

这份给卢荣新定罪的最为关键的证据，放到
法律的准绳下，却经不起推敲。

【同期】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汤宁
这把锄头是在案发现场的小河中提取到的。

它（DNA）是一个水溶性的物质。在这种情况下能
提取到DNA，就很让人感到有一些疑惑。

【解说词】
鉴定书上提供的锄头擦拭物基因图谱，与卢

荣新的基因图谱几乎是严丝合缝。鉴定专家认
为，在河水浸泡过的锄头上不可能提取到这样清
晰的DNA图谱。

法官汤宁要求对锄头重新进行鉴定。公安部
物证鉴定中心的结果是，这把锄头上没有卢荣新
的DNA。

那么当时的DNA鉴定结果是怎样得出的呢？
【同期】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汤宁
我们从卷宗中发现，对于这个DNA的鉴定检

材的提取，有最少三种以上不同的说法。最终是
哪一种说法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解说词】
由于警方一直没有给出合理解释，卢荣新案

中的DNA证据，最终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
随后，卢荣新案的定罪证据只剩下了口供。

八份口供中，只有一份是有罪供述。然而，这份口
供对应的同步录音录像，却只有画面，没有声音。
这样的证据，按照规定，也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

【同期】审判长
原判认定卢荣新故意杀人强奸的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卢荣新有罪，依法予以改判。
【解说词】
对于45岁的卢荣新来说，这一次蒙受冤屈让

他失去了四年自由。“以审判为中心”，让他最终找
回了清白，重归无罪之身。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司法系统依法纠正重
大冤假错案34件，涉及54名当事人。

而司法改革环环相扣，在不断向纵深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仅对审判环节提
出了要求，更促进了公安执法的规范化。今天，公
安机关取证过程必须规范，这样才能在庭审时经
得起检验。

【字幕】浙江 乐清
【解说词】
2014年 7月，浙江乐清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

诈骗案件过程中，被告人尹贵当庭翻供，声称自己
身上有伤，是受到了刑讯逼供才作出了有罪供述。

对此，主审法官要求办案民警陈晓庆出庭作
证，说明情况。

【同期】浙江省乐清市民警 陈晓庆
刚开始有一点蒙了，不知所措。侦查破案过

程当中，是我们去讯问犯罪嫌疑人。在庭上的话，
是我们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要被犯罪嫌疑人
进行询问。

【解说词】
根据法院审理需要，侦查人员出庭证明结果

真实性与过程合法性，这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
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同期】浙江省乐清市民警 陈晓庆
犯罪嫌疑人身上的伤，是在逃跑过程中被草

丛划伤的。
【解说词】
抓捕录像表明，尹贵身上的伤，是在逃跑过程

中，抗拒抓捕导致。法庭对尹贵所称遭到刑讯逼
供的辩解不予采信。

【同期】浙江省乐清市民警 陈晓庆
幸亏还有一个资料。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资

料，我们没法子作出一个正面的解释。
【解说词】
这件事让陈晓庆和同事们认识到执法记录仪

的重要性，执法记录仪，对他们的执法行为，既是
约束，又是保护。

2016年6月，公安部出台《公安机关现场执法
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明确了公安民警6类执法
现场应全程记录音视频，全国一线民警普遍配备
了执法记录仪。

埋藏在这些记录仪摄像头背后的，就是两个
字——公开。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司法公开成了诉讼制
度改革中又一个重大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司法系统大力推进审
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截止到
今年2月，中国裁判文书网访问量突破62亿人次，
成了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网。

以公开促公正，有力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围绕“审判”这个中心，锚定诉讼制度的短板，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完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
约机制、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诉调对接，一系列改革
措施从顶层陆续推向了基层。

法庭，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上的最后一个关口，正
在改革的“破”与“立”中，成为守护公正的一扇铁壁。

【字幕】2015年3月24日 北京 十八届中央政
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

【解说词】
2015年3月25日，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样一

条消息，十八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二十一次集体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中提出，“司法体制改
革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司法体制改
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司法
改革“为谁改”和“往哪儿改”，给出的定盘星。

【字幕】2006年 浙江
【解说词】
早在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

提出建设法治浙江，他把法治浙江的核心价值追
求定位为四个字——“法治为民”，老百姓关心什
么，法治就要在哪里落脚。

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公正司法、造福人民
这一价值定位从未改变，一脉相承。

司法便民利民改革，与司法责任制改革、诉讼
制度改革一起，构成了新一轮司法改革的“三驾马
车”。便民利民，就要毫不含糊、实实在在地对准
百姓心中的难点和痛点去改。

立案难，这曾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头号难
题”。因为难立案，很多老百姓遇到了矛盾纠纷，
最先想到的不是找法，而是上访。

2015 年，全国法院同时展开立案登记制改
革。改革的要求很重要，也很简单——有案必立、
有诉必理。

2015年5月4日，这是立案登记制实行后的第
一个工作日。律师吕中旭拖着一个拉杆箱来到北
京朝阳法院立案大厅。箱子里装的是积压了几年
都立不上的案子，一共有208件。

法院当场全部立案受理。
【同期】北京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吕中旭
来的时候也没想着说能把200多个案件都能立

了，预期没那么大，想着二三十个立上也可以。
【解说词】
目前，北京朝阳法院平均每天立案500多起，

平均用时十分钟。
【同期】立案群众
很方便这个。进去以后拿号，拿完号以后排

队，然后查完资料就可以立案了。
【同期】立案群众
以前立案特别难，但是现在立案很容易。有

案就立，有案就审，真是挺好的，我觉得挺正义的。
【解说词】
如今，在上海浦东法院，通过二维码就能自助

立案。在福建、浙江，为方便群众打官司，全省范
围内都实现了异地立案服务。

执行难，也是困扰百姓的司法“老大难”。因
为执行问题，有些老百姓甚至把法院的裁判文书
称为“盖着官印的白条”。而就在去年，一项政策
的出台，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49岁的河南省三门峡市建筑承包人老秦，承
包了王某的建筑工程。没想到工程结算的时候，
王某却开始打起了太极。到2008年，老秦一纸诉
状将王某告上法庭，官司胜诉了，王某却拒不执
行，老秦只能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同期】申请执行人 老秦
在官司没有结束之前，外边到处都欠着账，每

年到春节要账的，干啥的，打电话赖家里坐着不走
了。甚至还有更强硬点，还有野蛮点的。这日子
确实不好过。

【解说词】
2016年，老秦在病床上接到法官的电话。难

得一见的“老赖”代理人，竟然主动上门要求还款。
这让老秦又惊又喜。
这一年的 6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深改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
制建设的意见》。惩治“老赖”的37项措施一出台，
就被评价为有史以来规格最高、范围最广、惩戒最
严的整治“老赖”措施。

这些措施成了执行法官的杀手锏。法官将
“老赖”王某列入了失信黑名单，限制其一切高消
费活动。王某当时正在南极旅游，因为无法购买
返程机票，被困在了南极。

这一次，“老赖”希望解决问题的心情，比申请
人老秦还要急迫。经过协商，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
协议，老秦终于拿到了十年前应得的177万工程款。

【同期】申请执行人 老秦
从第一次起诉到现在，到执行结束八年多

了。八年，你想，人一辈子工作时间，满打满算，不
超过四十年。人生的五分之一就没了。

【解说词】
截至2016年底，全国已累计公布失信被执行

人 589万例。一大批“老赖”被限制乘飞机、坐高
铁、住星级酒店、担任公职等。迫于压力，老赖们
纷纷主动履行义务，执行难得到了有效缓解。

【字幕】贵州 锦屏
【解说词】
清水江是贵州省境内第二大江流，江水原本和它

的名字一样清澈透明。然而近年来由于一些化工企
业违法排放污水、废渣，清水江局部水域遭到污染。

眼看着江水一天天浑浊，住在江边的老百姓
却束手无策。2015年，几位检察官的到来，给事态
的发展带来了转机。

2015年7月1日开始推进的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制度改革让检察院多了一个新身份：公益
诉讼人。有了这个新身份，检察机关发现行政机
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可以提起公益诉
讼，追究其法律责任。

【同期】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厅
长 郑新俭

通过提起诉讼的这样一个督促，有效地使行
政机关能够意识到自己要依法行政，要维护国家
和社会公共利益，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解说词】
2015年，贵州锦屏检察院在完成调查取证后，

向锦屏县环保局发出了督查整改的检察建议。但
两次检察建议发出后，县环保局仍未履行职责。
于是，检察院一纸诉状将环保局告上了法庭。

【同期】福泉市人民法院法官
被告锦屏县环保局怠于履行行政职权的行为违法。
【解说词】
法院判决后，锦屏县环保局立即开展了整治

行动，同时也对全县达不到环保要求、不具备生产
条件的企业，全部进行停产整顿或取缔。

【同期】村民
水比较清澈，鱼比较多了。
【同期】村民
这条清水江已经变清了，我们就安心了，群众

的生活，其他都安心了。
【同期】人民陪审员 马仲兰
原告的父母没有生活来源，这个有没有相应

的证据？
【解说词】
66岁的马仲兰担任陪审员工作已经多年。退

休之前，马仲兰是一名出版社的编辑，她在这个领
域的专业知识和多年的生活经验，曾经给法官办
案带来了很大帮助。

人民群众是司法改革的受益者，人民群众也
是司法改革的参与者。

为了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中央深改
领导小组先后推出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和人民
监督员制度改革，通过改革选任办法和扩大陪审
案件、监督案件的范围，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对司
法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审议通

过，它标志着中国民法典时代正式开篇。从《民法通
则》到《民法总则》，这一字之变，承载的是几代人的夙
愿。全面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每一项合法权益，这是依
法治国的时代强音庄严发出的百姓权利宣言。

【解说词】
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追风踏浪，如今已

经船到江心。不是小修小补，不怕伤筋动骨。这
是一场广度、深度、难度远超以往的司法改革。

改革的成效要交给人民评判。司法改革三年
来，“两高”工作报告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赞成率不
断攀升，2017年同时获得了91.83%的赞成率，双双
创下了历史新高。这折射着民意的表决器，给出
的是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感受。

为什么这场波澜壮阔的司法体制改革能够取
得历史足以铭记、老百姓十分有感的成效？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司法规
律，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正是这

“四个坚持”，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人民心田，让
老百姓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

【字幕】2017年5月3日 北京 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中国政法大学

【解说词】
今天的梦想，就是明天的未来。2017年5月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在五四
青年节前夕，选择与政法大学的师生面对面交流，
意味深长。

【同期】习近平总书记
希望你们能够珍惜现在的学习时间，开足马

力，好好学习，我对你们充满了期待。
【解说词】
在与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和法学专家代表座谈

时，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事关”论述了中国法治
建设的时代使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
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信仰法治、坚守法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党
的历史上第一个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开启
了中国法治的新时代与新高度。司法体制改革作
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与人民群众
对公平正义的呼唤和声共振，与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建设同步向前。

让法之所向，成为民之所盼。
在当下的中国，司法改革的每一个步伐，正如

雕刻师手中的刻刀，将“公平正义”的信仰，深深地
雕刻进时光的年轮，雕刻在人民群众的心中。

维 护 社 会 公 平 正 义
——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解说词（第四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