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焦点新闻
审稿：朱长青 责编：邓 娴 版式：邓 娴 总检：朱建平 2018年4月27日 星期五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4月25日提请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修正草案
三大看点引人关注：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加强境外追逃工作力度；完善与监察法的衔接
机制，调整检察院侦查职权；完善刑事案件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增加速裁程序。

——看点一：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提请审议的刑诉法修正草案增设一章规

定了缺席审判。
草案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监察机关移送起
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
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后，对
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
定开庭审判。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
得重大进展，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据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介
绍，2014 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提出了
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任务。2016年7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了关于建立刑事
缺席审判制度的研究报告。中央纪委建议在
配合监察体制改革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刑事
缺席审判制度作出规定。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我国还是一个全新
的制度，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存在立法空白，没
有明文规定刑事缺席审判的制度。”北京德和
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兴宽说，随着党和国家反
腐力度的加强加深，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显
得日益重要和必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说：“建立刑事
缺席审判制度是适应发展变化，及时满足社会
发展需要。以往，外逃贪官只有被追逃回国才
能对其审判，如今，通过修改刑诉法，建立缺席
审判程序，外逃贪官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将
受到法律应有的裁判。”

对于缺席审判中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
利方面，草案规定，人民法院缺席审判案件，被
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代
为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
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
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草案同时规定，交付执行刑罚前，人民法
院应当告知罪犯有权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
罪犯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
重新审理。

陈卫东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从告
知、送达以及辩护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保障措
施，可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同时，这些规定
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司法准则的要求，也符合世
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通例。

——看点二：完善与监察法的衔接机制
“国家监察法表决通过后，人民检察院对反

贪反渎案件职能整体转移。目前监察机关办理

的一些案件陆续进入审查起诉阶段，迫切需要修
改相关法律，以适应这些案件的需要。”陈卫东说。

对此，草案对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监察机
关移送的案件、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之间
的衔接机制作出规定：“对于监察机关采取留
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
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人民检察院应
当在拘留后的十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
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决定。”

张兴宽表示，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有利于
及时解决与监察法之间的衔接问题，及时弥补
了因为监察法的实施而导致的监察委与检察
院两个办案机关的衔接真空。

草案删去了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等案件
行使侦查权的规定，保留人民检察院在诉讼活动
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
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侦查权。

“这对于保障当事人权益尤为重要，一旦
出现侵权案件，比如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
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形，检察机关应当及
时介入，立案侦查。”陈卫东说。

——看点三：完善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6年9月

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
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
作。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
意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
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沈春耀表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
将于2018年11月期满，总结试点工作中行之有
效的做法，拟对刑事诉讼法作出相关修改。

为此，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明确了刑事案
件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原则，完善了
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规定，增加速裁
程序，加强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

“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从实
践来看效果很好，实现了案件分流，解决了案多
人少的问题，提升了诉讼的效率。”陈卫东说。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
年11月底，18个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试点工作的地区共确定试点法院、检察院各
281 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刑事案件
91121 件103496 人，占试点法院同期审结刑事
案件的45％。

陈卫东认为，从宽绝不是漫无边际，仍然要
在法定刑范围内量刑。“切实保证被告人对认罪
认罚的自愿性，不能搞强迫，同时一定要体现从
宽精神，如果认罪不给从宽，或者从宽的幅度达
不到激励被告人认罪，就不具有意义。”

张兴宽认为，一定要保证被告人对这一制
度所带来的后果的知晓度以及辩护人的全程参
与度。同时，要注意保证罪责刑相一致，防止出
现以罚代刑，防止出现类案量刑尺度不一。

据新华社电

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与监察法衔接 认罪认罚从宽
——聚焦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看点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记者近期在
山东茌平、寿光、滕州、邹平等地看到，一群年
轻农民忙碌在大棚、麦地、果园间，他们中的
很多人是外出求学、打工、创业多年又回到
农村的职业农民。带着新的理念和技术，年
轻的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宝贵的土地。

新农人：田间涌现更多年轻人身影

山东是我国农业大省，各项农业经济指
标均位居全国前列。城镇化不断加快的进
程中，一些农村地区曾出现年轻人流失严
重、青壮年劳动力缺乏的现象。随着山东农
村环境日益改善，农业发展前景越来越清
晰，一些年轻人开始返回熟悉的乡村。

茌平县贾寨镇耿店村曾以种植小麦和
玉米为主，大批年轻人外出务工。如今，这里
的大棚蔬菜喷红吐绿，一群“80后”“90后”农
民忙着摘下蔬菜，送往村里的交易市场。

今年28岁的任再勇曾在威海一家水产加
工企业上班，年收入5万多元。2016年，看到
村里大棚蔬菜搞得风生水起，他也回到耿店村
建起3个大棚，去年纯挣15万元。他说：“种大
棚收益不比上班差，还能就近照顾家人。”

在耿店村，和任再勇一样返乡的年轻人
不在少数。该村党支部委员耿传喜最近做
了统计，近两年来村里在外打工的200多人
已陆续回村从事大棚蔬菜种植和销售。

记者在邹平县九户镇见到宋学东时，他
正准备动身去北京和客户对接今年的小麦
订单。今年35岁的他看起来信心满满，近两
年他从邹平县等 6 个县区流转 17 万亩地种
小麦，去年卖价比市场价高出10％。

父辈都是农民的宋学东2006年从一所
高校本科毕业后，曾在上海一家公司做软件
开发，后来创办了一家游戏公司。在外闯荡
10年后，他毅然回到邹平老家，利用广泛的
人脉，带回来上亿元投资，还与国内大型面
点加工企业签下长期订单合同。

在蔬菜之乡寿光市，27岁的孟德隆两年
前从一家工厂辞职返回纪台镇农村老家，他
和父亲从村里流转了40亩地后，种了14个葡
萄生产大棚，3个试验大棚，去年葡萄平均亩
产超过8000斤。

“现在的农村环境和农业发展条件与过
去大不一样，不仅能从农业种植中尝到收入
的甜头，而且越来越有奔头。”孟德隆说。

新腾飞：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科技是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因
素。行走在山东各地农村，记者发现，一些
年轻的新农人带来一些父辈从未有过的新
气象。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
生产方式，在科技带动下悄然发生改变。

今年27岁的曲建强是山东诚丰农化科
技有限公司的一名“老机长”，最近几天正忙
着用无人机给农田喷药，才3天时间，就已经
作业5000多亩。

在滕州市羊庄镇，“80后”刘超将大数据引
入了自己公司承包的2000亩樱桃地管理中。
他记录每天的浇水量、温度、光照等信息，运

用大数据分析最适宜樱桃生长的指标来指导
生产。看到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他与国内大
型电商企业、超市签下了长期合作合同，原
来5元1斤的樱桃，现在能卖到几十元1斤。

农村有了先进的科技管理手段，农业生
产也变得越来越智能。在滕州正德康城蔬
菜合作社，通过物联网传感技术，技术人员
随时可以监控到草莓地里的氮磷钾浓度和
水分含量。“有了这套系统，地干了能自动浇
水，缺肥了能自动施肥，大大降低了人工成
本。”合作社理事长李国说。

年轻人源于田间地头的科技研发为农
业种植前景增色不少。在邹平县长山镇，35
岁的杜青经营的蘑菇大棚里，乳白色的菌棒
整齐排列，一簇簇蘑菇已破土而出。从南开
大学毕业后，杜青和多家农业高校院所对
接，不断培育新的蘑菇品种，不仅将菌棒出
口到国外，还带动周边十几个农户种植蘑
菇，一年可增收4万余元。

邹平县农业局副局长卢玮说，职业农民
带来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科技元素，促进了当
地农业转型升级。在他们带动下，农业生产方
式更先进了，正由粗放式向精种精管转变。

新征程：在产业融合中推动乡村振兴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是重点。”作为我国农业产业化最
早发源地，山东提出打造农业产业化升级
版，推动农业在更多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为打造一支符合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需要
的职业农民队伍，山东省制定了2016年至2020
年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案，以专业大户、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为骨干，培育50万新型职业农民。

记者采访发现，在山东各地针对职业农
民培训的创业孵化中心、“田间课堂”等正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为职业农民带动产业融合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寿光市，大学生孵化创业平台孵化培
育的92家企业中绝大多数是与农业相关的
企业。寿光市人社局副局长李益全说，这些
新农人通过培训，能与资金、技术紧密对接，
掌握农业特点和把准市场需求，能更好地用
市场理念带动农业生产。

通过政府引导和系统化培训，返乡年轻
人不局限于田间地头的简单收获，他们还用
先进的发展理念推动“新六产”发展。

枣庄云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振
华带着20多个“80后”“90后”，正在滕州市北部
的山脚下平整土地、搭建暖棚，为现代农业生
产打基础。他说，现在农业生产并不仅仅是满
足口粮等物质上的需求，依托农业可延伸出民
宿、休闲娱乐、文化、科普教育等多种业务形态。

今年，宋学东计划将17万亩小麦地逐渐
全部采用订单生产模式，并将公司转型成可为
其他种植大户和农业企业提供良种培育、采
购、烘干和仓储等一体化服务的公司，既发展
壮大自己的企业，也带动周边农户增产增收。
他说：“未来的农业还有很多潜力可挖。只要
掌握技术，理性面对市场，投身乡村振兴就有
奔头、有干头、有甜头。” 据新华社电

希望田野上的职业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