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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者郑明达

7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瓦努阿图

总理萨尔维。

　　习近平对萨尔维长期以来为推动中瓦关

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表示赞赏。习近平指出，

瓦努阿图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

友、好伙伴。中瓦建交42年来，两国友好历久弥

坚，在事关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始终坚定相

互支持。中方高度重视中瓦关系发展，愿同瓦

方继续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深化全天候、全方位友好合作，携手

构建新时代中瓦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瓦方

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机遇，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基础设施、经

贸投资、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务实合作，鼓励

中国企业赴瓦努阿图投资合作。中方将继续

向瓦努阿图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

技术援助，助力瓦努阿图走好发展繁荣之路。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大小国家一律

平等，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不寻求大

国竞争，不谋求地缘势力范围，不干涉别国

内政，不逼迫别国选边站队，始终站在历史

正确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中国是太平

洋岛国地区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推动者

和贡献者。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

发展中国家。中方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角度看待和重视同太平洋岛国关

系，愿继续为岛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

善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岛国加快实

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目标。

　　萨尔维表示，瓦中建交42年来，两国关

系保持良好强劲发展。在习近平主席卓越领

导下，中国发展取得伟大成就，国家保持团

结稳定，正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伟

业。瓦方深表钦佩。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会见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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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北京7月12日讯 记者赵婕 7月12

日下午，司法部召开部直属机关警示教育大

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

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集中观看警示

教育片，深刻剖析部直属机关违纪违法典型

案例，深化以案为鉴、以案明纪，持续把党纪

学习教育引向深入。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

出席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党的自我革命

的重要思想，把政治纪律作为管方向、管立

场、管根本的总要求，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从

严，在部机关和全系统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坚决肃清流毒影响，把坚定拥护“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和落实到

具体行动上。要深刻汲取长期以来司法部发

生的违纪违法案件教训，坚持党性党风党纪

一起抓，严格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政治责

任，持之以恒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反腐。要

深化纪律建设，不断增强学纪知纪明纪守纪

的政治自觉，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在真

抓、实学、力行上下功夫，切实把党纪学习教

育抓实抓好，取得更大实效。要持续抓作风

转变和工作落实，全面加强内部管理特别是

直属单位管理，把强化制度建设和执行摆在

更加突出位置，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上久久为功，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司法行

政系统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要紧盯重点问

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加强监督管理，与驻

部纪检监察组形成合力，着力整治司法行政

有关行业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肃查处各

类案件，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取得新成效。

　　会上，部党组成员、驻部纪检监察组组

长王裕文通报了近年来司法部直属机关有

关违纪违法案件，部领导赵昌华、王振江、黄

祎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在部机关设

主会场，在各直属单位设分会场，部直属机

关副处长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司法部召开部直属机关警示教育大会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者郑明达 7月

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所罗门群岛总理

马内莱。

　　习近平指出，中方视所罗门群岛为好朋

友、好伙伴、好兄弟，支持所方走符合自身国

情的发展道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中方愿同所方加强战略沟通，坚定支持彼

此维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同所方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农村发展、

医疗服务、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

变化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

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

平外交政策，主张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

一律平等。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等太平洋岛国

开展友好合作，是真心诚意帮助岛国实现发

展，是在“南南合作”框架内的互帮互助，属于

“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的范畴，不针对第三方，

不谋取任何私利。中方愿继续为所罗门群岛

实现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强在联合

国、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多边机构中协调配合，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马内莱表示，我此次访华之旅始于福建，

深切领略到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感

受到所中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中国

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中方倡导全人类

共同价值，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小圈子”，不

搞地缘政治，不要求别国选边站队，主张国际

社会加强团结合作。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

对于所罗门群岛这样的小国尤其具有重要意

义。得益于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所罗门群

岛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所

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形

式的“台独”，坚定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

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所方希望进一步深化

所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所中命运共

同体。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罗门群

岛联合声明》，一致同意深化中所新时代相互

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

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所罗门群岛总理马内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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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韩梁　张代蕾

　　6月22日，位于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

国家图书馆三层高朋满座，气氛热烈。《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中塔读者会正在这里举行。

　　“习近平主席的著作提出了许多新思想、

新观点和新结论，对于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世

界各国具有重要实用价值。”塔吉克斯坦文化

部长马特卢芭洪·萨托里延说。

　　“这部著作对我们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

推动塔吉克斯坦自身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塔吉克斯坦总统直属

国家管理学院教授拉希德·阿利莫夫感慨良多。

　　今年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版发行十

周年。十年来，这部著作风行世界。有人把它

视为理解中国改革发展的“金钥匙”，有人把

它当作解答全球发展难题的“思想宝库”。

　　十年来，从《摆脱贫困》到《习近平谈“一

带一路”》，从《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到《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

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已翻译出版40多个语

种，海外发行覆盖约180个国家和地区。

　　一部部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在全球出版

发行，为国际社会开启读懂中国的“思想之

门”，让海内外读者更真切地倾听中国的改革

脉动、发展足音，更全面地探究中国治理之

道、复兴之路，更深刻地领悟一位大国大党领

袖的天下情怀和时代担当。

探究中国改革发展秘诀

　　“每当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我都感

觉在向智者问道，在平实的文字间感知中国

领导人的家国情怀，最重要的是，让世界通过

中国领导人的宏观视角感受中国改革发展的

波澜壮阔。”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

任威伦·披差翁帕迪用近两年时间完成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泰文版第二卷翻译

工作，此后仍时常翻阅思考，沉浸其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号角。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

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新征程提

供了制度保障和强劲动力。

　　15个领域、330多项较大的改革措施，包

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

设等各个方面。“我们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定的誓言，更

是行动的指南。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真

枪真刀推进改革”“改革越到深处越要担当

作为”“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四卷中，全面深

化改革是一以贯之的主题， 下转第二版

全面深化改革 建设法治中国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重新穿上法袍，拿起法槌，像普通

法官一样，伏案阅卷，坐堂庭审。

　　司法体制改革以来，许多法院院

庭长从“幕后”管理到“台前”审判、办

案已成常态。《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

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对院庭长办

案数量提出原则要求，建立院长、庭

长办案刚性约束和考核监督机制，

健全领导干部带头审理重大、疑难、

复杂案件机制，充分发挥院长、庭长的

办案示范引领作用。入额办案、办案担

责、有责追究的司法权运行机制已经

形成。

　　这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

责”办案机制带来的显著变化，也是司

法责任制改革带来的实际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政法机关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积极推进司法

责任制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类司

法人员职责权限更加明确，职业发展

渠道更加畅通，人员结构更加优化，队

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

平进一步提高。

  抓牢专业化建设 向科

学分类要战斗力

　　长期以来，在传统“一审一书”的

办案模式下， 下转第三版

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推动干警素质现代化

□ 董凡超

　　纲举目张，执本末从。司法办案结果要做

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除了

办案人员需具备过硬专业素养和深厚工作经

验，更离不开一套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保障。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构建新型司法权力运行机

制的核心工程，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

　　“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

检察权的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国政法系

统发出的动员令，十年前振聋发聩，今天耳熟

能详。

　　科学划定司法权力边界和各类主体职

责，将司法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党的十八

大以来，全国政法系统以明责定责、问责追责

为着力点，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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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
短评

解码中国发展繁荣之道　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何以持续风行世界

　　本报北京7月12日讯 记者董凡超 7

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检委会（扩

大）会议，专题分析研判会商2024年上半年

全国检察业务数据，客观全面审视成绩和

不足，实事求是分析问题和原因，针对性研

提改进措施。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

主持会议并强调，检察业务数据是检察业

务工作发展的“晴雨表”，也是检察机关发

现问题、查找不足、改进工作的“体检表”。

要加强对检察业务数据的全面审视、科学

分析、系统研判、综合运用，坚持实事求是，

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坚持尊重司

法规律，紧盯影响和制约法律监督质效的

深层次问题，持之以恒做细做实“高质效办

好每一个案件”，持之以恒答好“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的检察答卷。

　　结合会商情况，应勇指出，2024年上半

年，全国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高质效办

好每一个案件”的检察履职办案基本价值追

求，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快推进检察

工作现代化，自觉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为法治担当，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

察实践，办案质效稳步提升，“检察护企”“检

护民生”专项行动成效明显，各项工作稳中

有进。 下转第二版

应勇在最高检检委会（扩大）会议上强调

持之以恒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本报北京7月12日讯 记者张昊 7月12

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题研究

长期未结案件清理工作，院领导逐案汇报未

结原因、进展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共同研商

清理积案的思路举措。下午，对上半年司法

审判数据展开分析研判会商，最高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张军主持。

　　数据表明，今年以来，全国法院审判执行

质效持续向好。新收案件增幅明显放缓，首次

执行案件数量明显下降，表明诉源治理、执源

治理均取得阶段性成效。26项审判质量管理指

标中23项同比趋优，设有合理区间的20项指标

的全国均值已全部进入合理区间。“案-件

比”、二审开庭率、上诉案件移送时间、执行到

位率等在第一季度基础上继续保持向好态

势；上诉率、申诉申请再审率、民事裁判申请

执行率下降，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接受度提

升；再审审查询问（听证）率大幅上升，“如我在

诉”、实质解纷的意识逐渐成为每一名法官的

自觉。会商后，最高法采取“一对一”的形式将

指标结果通报给相关法院，重点通报未达合

理区间的情况，便于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

　　会商会上，最高法院领导和各个庭室局

负责同志结合工作情况作出分析，针对数据

反映的审判执行、诉源治理等方面问题，提

出改进工作的意见。

下转第二版

张军在最高法上半年司法审判数据会商会上强调

做实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