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透露2022年度国家立法
“发力点”。目前2022年度预安
排审议40件法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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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8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
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全国人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会
议。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栗战
书委员长向大会报告全国人大常
委会工作。

栗战书在报告中说，一年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紧
跟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贴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紧扣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需求，依法履职，担当尽
责，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进一
步完善宪法相关法，维护宪法的
最高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修
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形成一套符合香港法律地位和实
际情况的民主选举制度。纠正违
宪违法行为，维护国家法治统
一。二是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加快立法修法步伐，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法律
保障。一年来，制定法律17件，
修改法律22件，作出有关法律问

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10件。三
是强化监督力度和实效，监督“一
府一委两院”依法履职，保障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四是
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使发
挥代表作用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
重要体现。五是紧紧围绕国家总
体外交目标任务，推进人大对外
工作。六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建设，坚持人大常委会基本定位，
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

栗战书在报告中对今后一年
的主要任务进行部署：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人
大工作会议精神；用系统完备的制
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增强立法工
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认真做
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充分发挥
人大代表作用；认真做好人大对外
工作；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常
委会自身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
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最
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602件，审
结28720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
专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51.6万
件，审结、执结3010.4万件，结案
标的额8.3万亿元。

在报告中，周强从六个方面总
结2021年主要工作：一是坚决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二是积极
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三是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四是深入推
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
五是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六
是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
铁军。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指
出，2021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
民检察院更加自觉融入国家治理，
依法能动履职，刑事、民事、行政、
公益诉讼等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
进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
案 件 363.7 万 件 ，同 比 上 升
20.9％。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
法解释19件，制发指导性案例8
批37件、典型案例76批563件。

在报告中，张军对2021年工
作进行回顾：一是服务大局，以检
察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二是司
法为民，以检察履职纾解群众急
难愁盼；三是深化监督，以检察履
职维护公平正义；四是诉源治理，
以检察履职保障高水平安全；五
是治检从严，以检察履职锻造检
察铁军。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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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发布人脸识别司法解释 对随意“刷脸”说不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

起草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任
郭竞坤就报告中提到的人脸识别技
术被滥用等内容进行了解读。

最高法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人脸
识别第一案”的当事人姓郭，他购买
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年卡，并拍照、
录入指纹。之后野生动物世界将年
卡入园方式由指纹识别调整为人脸
识别，但郭先生不同意人脸激活，由
此引发纠纷。法院判决野生动物世
界删除郭先生办卡时拍摄的面部照
片和指纹。

我们来看这起案件，其实生活

中，如此随意刷脸的情况还有很多，
可能还需要更多像案件当事人郭先
生这样的人来对随意刷脸说，“我不
同意”。

作为人脸识别“第一案”，这起案
件有什么突破？

郭竞坤介绍，“人脸识别第一
案”诉到法院的时候，有关规则还是
有空白的。案子进到法院，法院作
为化解矛盾纠纷的地方，要给出一
个结果。这个案子经历了一审、二
审，裁判凸显法院对个人信息安全
保护的重视，明确规则导向，树立行
为界线，也为相关规则的完善提供了

实践依据。
2021 年 7月，最高法发布人脸

识别司法解释。从“第一案”到以
法律规范“刷脸”，传达了怎样的信
号？

郭竞坤表示，最高法院针对一
个具体问题专门出台一个司法解释
是不多见的。司法规范“刷脸”，体
现的是法院依法维护个人信息安
全的鲜明态度。人脸识别技术应
用越来越广泛，技术本身是中性
的，但要防范的是技术被滥用。人
脸识别司法解释就是专门为规范

“刷脸”出台的，是“小切口”解决民

生关切的一次有益尝试，就是专门
回应大家对人脸信息安全的担忧，
作出了相应的规范。比如，明确规
定宾馆、商场、银行等经营场所滥
用人脸识别的，构成侵权。比如，
明确规定物业不得强制将“刷脸”
作为出入小区唯一验证方式。再
比如，明确规定手机软件不能通过
捆绑授权强制索取个人信息，等
等。接下来，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完善司法政策，
既有力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又守护好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央视新闻客户端）

针对中国未来的深空探测计划，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
师吴伟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正
在组织专家深化论证太阳系边际探
测方案，计划于2049年实现100个
天文单位，也就是150亿公里远的深
空探测。

吴伟仁表示，深空探测是航天领
域的一个制高点，无论是从技术难
度、规模大小，还是科学贡献来看，它
都处于前沿领域，中国一直大力支持
深空探测。

吴伟仁说：“我们希望在2030年
之前实现火星采样返回，这比月球采
样返回的难度大多了，它需要更大推
力的运载火箭。后续中国还准备进
行太阳系边际探测。太阳距离地球
约1.5亿公里，这是一个天文单位。
我们计划于2049年实现‘双百’目
标，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100年之
际，完成100个天文单位，也就是150
亿公里远的深空探测。”

此外，深空探测还包括近地小
天体防御。

吴伟仁说，小行星撞击地球，
是“极小概率，极大危害”事件。
对于一些近地小行星，特别是可能
撞击地球或会对地球产生威胁的
小行星，要进行探测、预警、防御
和处置。目前中国已经开始相关
研究。

谈及2月底揭牌成立的深空探
测实验室，吴伟仁表示，之所以要成
立该实验室，一是支撑中国深空探
测重大工程，二是开展深空领域的
前沿性、基础性、战略性研究，三是

形成力量能对后续深空探测工程或
前沿性项目进行深入论证，提出实
施方案。这是深空探测实验室的主
要任务。

“成立深空探测实验室只是一个
起步，希望它接下来能成为吸引国内
外人才的高地和科技体制机制创新
的示范。”吴伟仁说，也希望该实验室
能在深空探测科学技术领域，成为一
个国际知名的创新机构，它的任务
重，前景好。

（中新网）

速递 2049年实现太阳系边际探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