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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明了深入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

意义，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了战略部署。

中中央央全全面面依依法法治治国国工工作作会会议议召召开开
确确立立习习近近平平法法治治思思想想的的指指导导地地位位

　　2020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充分肯定了人民警察队伍为维护

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利益作出的巨大牺牲奉献，明确提出了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

正、纪律严明的指示要求，为新时代公安队伍建设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习近近平平向向人人民民警警察察队队伍伍授授旗旗并并致致训训词词
警警察察标标志志体体系系和和荣荣誉誉制制度度进进一一步步完完善善

　　这是公安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人民警察牢记宗

旨使命，忠诚履行职责，勇于担当作为，甘于牺牲奉献，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

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实践证明，人民警察是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有坚强战斗

力的队伍。中国人民警察警旗的设立进一步健全完善了人民警察标志体系和荣誉制度，

也进一步激励公安队伍不断推动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安

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

国历史上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

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

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中华华人人民民共共和和国国首首部部民民法法典典诞诞生生
法法治治建建设设进进程程中中具具有有里里程程碑碑意意义义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政法干警挺身而出、闻令即动、冲锋在前，公安机

关第一时间取消休假投身抗疫一线，针对各类妨害疫情和复工复产的犯罪活动开展打击；全

国法院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办理案件、化解纠纷，实现“审判执行不停摆、公平正义不

止步”；最高人民检察院连续发布10批55个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营造有利司法环境；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以及律师、公证员队伍聚焦做好疫

情防控，助力复工复产，充分发挥法律专业优势，积极服务疫情防控大局。

全全国国政政法法机机关关充充分分发发挥挥职职能能作作用用
冲冲锋锋在在前前全全力力做做好好疫疫情情防防控控工工作作

　　2020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收官之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以开展“一十百千万”行动为抓手，推进“六清”工作，圆满

完成收官战。截至2020年11月底，全国依法打掉涉黑组织3584个、涉恶犯罪集团11119个，打掉

的涉黑组织相当于前10年总和。配合纪委监委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8.14万起，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81万人，移送司法机关9220人。

““扫扫””出出清清风风正正气气““扫扫””出出朗朗朗朗乾乾坤坤
坚坚决决打打赢赢扫扫黑黑除除恶恶专专项项斗斗争争收收官官战战

  “扫”出清风正气，“扫”出朗朗乾坤。这是一场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攻

坚之战；这是一场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的正义之战；这是一场事关进行伟大斗

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持久之战。3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动专项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促进了社

会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的改善，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一起起案件的成功破获，

还人民以公平正义、还社会以法治信心，成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生动注脚。

　　2020年8月30日18时，中国裁判文书网文书总量突破1亿篇，访问总量近480亿次，引发舆论和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中国裁判文书网于2013年7月1日正式开通。2014年1月1日起，除四种特殊情形

外，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均应当在互联网公布。2015年6月底起，全国31个省（区、市）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三级法院已全部实现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即案件类型全覆盖、法院全

覆盖。目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公开网站，世界各国都能通过中国裁判

文书网及时了解中国司法状况，文书上网和司法公开已经成为中国司法最为亮丽的名片之一。

中中国国裁裁判判文文书书网网文文书书总总量量过过亿亿篇篇
司司法法公公开开成成为为中中国国司司法法亮亮丽丽名名片片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裁判文书上网是司法公开的重要一环，

是人民法院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举措，裁判文书通过互联网实现

司法信息的互通互联、数据共享。近年来，为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人

民法院着力打造并不断升级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中国庭审公开网。司法透明度进一步增强、社会监督进一步强化，有效防止司法权滥

用。如今，中国裁判文书网也已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司法状况的一扇“窗”。

　　2020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2019

年1月至2020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办结案件1416417件1855113人，人数占同期办结刑事犯罪总数的61.3%。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更好履行在指控证明

犯罪中的主导责任，努力实现司法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誉为中国之治的一项重大司法制度创新，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从只考虑“有罪没罪、判几年”到追求化解社

会矛盾，兼顾了天理、国法、人情，既办了案，又“传了道”，还“救了心”，减少了社会对抗，节

约了司法资源，有力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

司法制度的重大完善，也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

　　2020年10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我国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制定于1991年，2006年进行了较大幅度修订。此次新修订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现行法律的基础上，增设了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时强制报告制度

以及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从业人员的准入资格制度；首次对学生欺凌进行了定义，并明

确规定了学校在学生欺凌及校园性侵的防控与处置机制；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的监护

缺失问题，完善了委托照护制度。着力解决社会关注的涉未成年人侵害问题，包括监护人监

护不力、学生欺凌、性侵害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问题。

表表决决通通过过新新修修订订的的未未成成年年人人保保护护法法
补补齐齐短短板板解解决决涉涉未未成成年年人人侵侵害害问问题题

完完善善刑刑事事诉诉讼讼认认罪罪认认罚罚从从宽宽制制度度
丰丰富富刑刑事事司司法法犯犯罪罪治治理理中中国国方方案案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党和国家法治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这

次会议是在全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

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顺应

党心民心和时代要求，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确立了新

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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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综合性法律，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很

多亮点。它补齐了现有法律中的短板，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本次修订，对现行未成

年人保护法作了大幅修改和完善，新增“网络保护”“政府保护”两章，由7章扩展为9章，条

文由72条增加到132条，修改几乎涉及原法的每一个条文。从政府、学校、家庭、网络产品和

服务提供者不同主体出发，对网络素养教育、网络信息内容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沉迷

预防和网络欺凌防治等内容作了规定，力图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线上线下全方位保护。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各地政法机关主动“靠前

一步”，公安部成立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工作的分工方案》

等一系列帮扶工作文件，为开展帮扶工作提供坚实组织保障；各级检察机关聚焦危害脱贫攻坚、

侵害群众利益的重大案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了检察智慧与力量；各级法院抽调精干办案

力量，构建涉贫案件快立、快审、快调、快执绿色通道；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为贫困地区群众提供法

律援助、化解涉扶贫领域矛盾纠纷、加大对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等情况的司法救助力度。

发发挥挥法法治治固固根根本本稳稳预预期期利利长长远远功功能能
各各级级政政法法机机关关全全力力““护护航航””脱脱贫贫攻攻坚坚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在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中，

政法机关始终坚持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功能作用；始终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解决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始终坚持营造良好法治生态环境，攻克

了一个个“贫困堡垒”。在这场硬仗中，政法机关立足职能优势，不断拓展“法治+扶贫”模式

的广度和深度，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创新求实、成效显著的扶贫之路，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优质便捷的司法服务和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政法工作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一年。面对

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政法工作面临的形势之险非同寻常。全国政法机关和

广大政法干警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事要事面前主动作为，急事

难事面前全力攻坚，担当之勇非同寻常。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硬仗，防范化解了一系列重大风

险，助力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中中央央印印发发法法治治社社会会建建设设实实施施纲纲要要
明明确确当当前前法法治治社社会会建建设设重重点点内内容容

　　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纲要阐述了法治社

会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和总体目标；主要从推动全社会增强法治观念、健全社会领域制

度规范、加强权利保护、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依法治理网络空间五个方面明确了当前法治社

会建设的重点内容，提出了具体举措；并就加强组织保障，主要就强化组织领导、加强统筹协

调、健全责任落实和考核评价机制、加强理论研究和舆论引导等方面作出安排部署。

  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法治社会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与新时代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相比，法

治社会建设还存在差距。《纲要》的出台，对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法治社会

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国之重器。法典，则是重中之重。我国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市场经

济的基本法，是民事权利保护的宣言书，是新中国民事立法的集大成者，它的颁布在我国法

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民法典通过后，全国政法系统掀起民法典普法宣传热潮，落

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开展民法典精准普法，以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

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为抓手，分层分类、因人施教，以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形式推

动宣传教育入耳入脑入心，推动形成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