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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迎风旋转，与梯
田、 村庄相映成景，
蔚为壮观。 ⑩1

新华社记者 王
克贤 摄

陇中黄土高原
崛起风电基地

要闻 2024年 7月 30日 星期二
编辑 张大千 美编 张大千 质检 武帅02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全
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 29 日在北京召
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退役军人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并向受到表彰的模范单
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从事退役
军人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诚挚问候。

习近平强调，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
家的宝贵财富，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力量， 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
发展稳定和强军兴军事业。 新时代新

征程， 退役军人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
为。 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贯彻落实为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为国防和军队建
设服务的方针， 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所需、退役军人所盼，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持续完善组织管理体系、工作
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切实把退役
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
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让退役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希望广大退
役军人永葆革命军人本色，坚定信念，
爱国奉献，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务委员谌贻琴在会上传达了
习近平重要指示并讲话。 她表示，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
退役军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
退役军人的亲切关怀。要认真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聚焦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
服务强国强军、 提高服务保障水平、
防范化解风险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引领广大退役军人踊跃投身现代化
建设实践，不断开创退役军人工作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会议表彰了 397 名全国模范退
役军人和 100 个全国退役军人工作
模范单位、80 名模范个人。

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出席会议。⑩1

习近平对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
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记者从 29 日
在京举行的大检察官研讨班上了解到， 最高
人民检察院围绕《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公
正执法司法的部署，对有关工作提出新要求。

决定提出， 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改
革，健全国家执行体制，强化当事人、检察机
关和社会公众对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 对此，
最高检作出部署，要跟进健全国家执行体制，
研究强化对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 推动完善
法检信息共享、工作协同机制，以实时监督促
全程监督； 加大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
惩治力度。

在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方面， 最高检
提出，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加强对
刑事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全流程监督；完
善事前审查、 事中监督、 事后纠正等工作机
制， 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以及查
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制度。

最高检强调，要进一步完善侦查监督与
协作配合机制，通过信息共享促进做优协作
配合，把监督重点放在纠正应立不立、应撤
不撤、长期“挂案”等突出问题上。 要自觉融
入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构
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上迈出实
质步伐； 健全上下联动刑事抗诉工作机制；
完善“派驻+巡回+科技”刑罚执行和监管活
动监督机制；着力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
覆盖，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切实维护执
法司法公正。

为推动行政检察提质增效，最高检提出，
要适应深化行政案件级别管辖、集中管辖、异
地管辖改革，加强对行政生效裁判、审判活动
和执行活动的监督， 在确保案件质量基础上
加大监督力度；结合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
协同人民法院、 行政机关依法规范推进行政
争议实质性化解。

在规范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方面，最
高检要求， 要切实找准公益诉讼检察服务改
革发展的切入点，持续抓好法定领域办案，依
法拓展案件范围，更加注重办案质量。 ⑩1

（新华社记者 刘硕）

最高检：

加大对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犯罪的惩治力度

知识产权最新“成绩单”出炉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知识产权既是国家发展战略性
资源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核心
要素， 也是关乎百姓生活的重
要一环。

截至 2024 年 6 月， 我国每
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 12.9 件，提前实现“十四五”
规划预期目标； 国内发明专利
有效量达 442.5 万件；知识产权
保护社会满意度提升至 82.04
分，连创新高……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
雨在 29 日召开的国新办发布
会上， 介绍了我国知识产权领
域最新“成绩单”。

高校和科研机构相关科研
成果不是在“象牙塔”中“孤芳自
赏”，要从“书架”走上“货架”。

通过深入实施专利转化运
用专项行动，今年上半年，全国
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让许可
次数同比增长 22.2%，一批高价
值专利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 今年 1
至 5 月， 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
口总额达 1800 亿元，同比增长
14.1%，让专利真正“用起来”。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
新， 探索建设支撑国际一流营
商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
是当下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我国近年来深入推进数据
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构建， 全国
已有 17 个省市开展试点，便利
数据要素流通利用。 推进 25 个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
设， 累计批复建设 115 家国家
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
权中心……

“保护行不行， 数据来比
评”。 当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社会满意度提升至 82.04 分，连
创新高。

知识产权事业想要“更上
一层楼”，就要全方位拓展国际
合作。 我国深度参与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框架下的全球知识产

权治理， 成功加入马拉喀什条
约，持续深化中美欧日韩、金砖
国家等机制性交流。

截至今年 6 月， 国外在华
有效发明专利和有效注册商标
量分别达 91.9 万件和 213.5 万
件，保持稳定增长。 此外还实现
了 244 个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互
认互保， 完成第二批 350 个产
品清单公示， 密切了中欧经贸
关系。

存量专利如何焕发活力？
要在“转”字上做文章，在“活”
字上见实效。 截至今年 6 月，全
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已经完成 85
万件存量发明专利的盘点工
作，总体进度已超 95%。

“家底”已近“摸清摸透”，
国家知识产权局下一步将从
“盘点”转向“盘活”，聚焦专利
产业化，释放专利的市场价值，
增强企业竞争力， 塑造产业发
展新动能新优势。 ⑩1

（新华社记者 宋晨 张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