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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回应热点问题

目前仍不具备
延伸义务教育至12年的条件

【背景】最高检工作报
告提出，2016年，查办玩
忽职守等渎职侵权犯罪
11916人，推动治理为官不
为、为官乱为问题。2017
年，重点查处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等失职渎职犯罪。
【解读】 全国人大代

表、广东省广州市律师协会
名誉会长陈舒表示，权力任
性不仅是乱作为，也包括不
作为，要监督好权力运行。

全国人大代表叶新华
表示，破解官员“不作
为”和行政效能低下问
题，需要在依法行政基础
上，对基层公职人员履职
要完善既有约束又有激励

的考核评价体系，以及合
理的容错纠错机制，为愿
干事、干实事、多干事的
人解除后顾之忧，方便百
姓办事，提高行政效率。

据新华社

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
2017年法院检察院反腐六大看点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12日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2016年人民法院依法审理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在审判

白恩培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首次适用终身监禁。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2016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47650人，其中原县处级干部2882人、

原厅局级干部446人。依法对王珉等21名原省部级干部立案侦查，对令计划、苏荣、白恩培等48名原省部级以
上干部提起公诉。

目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进入2017年，仍将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坚持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
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两会代表委员和专家，梳理今年两院反腐倡廉的六大看点。

【背景】最高检工作报
告指出，2017年要指导试
点地区检察机关配合做好
职能、机构、人员转隶工
作，建立检察机关与监察
委员会的协调衔接机制，
在反腐败斗争中继续发挥

积极作用。非试点地区检
察机关要毫不放松抓好查
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最高法工作报告提
出，支持配合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

【解读】十二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
大会发言人傅莹说，把行政
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
的工作已经开始，今年应
该可以提请人大常委会审
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
玉凯说，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是重大政治改革，是党
中央领导下推进反腐败制
度建设的一个大动作，北
京、山西、浙江三地试点
要为改革探索积累经验，
同时国家监察法修订将为
改革提供法治保障。

【背景】 最高法工作
报告提出，2016年为脱贫
攻坚提供司法服务，坚决
惩处贪污、挪用扶贫资金
等犯罪，审结相关案件1.5
万件。

最高检工作报告提
出，2016年，针对一些地

方虚报冒领扶贫资金等问
题，与国务院扶贫办共同
推广“甘肃经验”，开展
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
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
查办相关职务犯罪 1892
人，同比增长 102.8%。
2017年继续集中惩治和预

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与
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扶贫
办共同对“十三五”易地
扶贫搬迁重点工程项目开
展预防监督，实行挂牌督
办。

【解读】 全国人大代
表、安徽省监察厅副厅长

蒋厚琳表示，今年把查处
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作为
工作重点，积极回应社会
关切，增强群众对反腐败
工作的“获得感”。对扶
贫领域职务犯罪应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对典型案
件要加大通报曝光力度。

【背景】 最高检工作
报告指出，2016年，织密“猎
狐”天网，已从37个国家和
地区遣返、劝返外逃职务犯
罪嫌疑人164人，其中包括
杨秀珠等“百名红通人员”

27人。2017年深入开展职
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工作。

最高法工作报告指
出，2016年积极参与海外
追逃追赃工作，依法审理

“红色通缉令”人员李华波

贪污、闫永明职务侵占等
案件，对外逃腐败分子虽
远必惩，让其难逃法网。

【解读】 北京大学廉
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
德水认为，2017年海外追逃

工作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合
作。海外不是法外，避罪没
有天堂。司法机关将联合有
关部门继续用法律的手段
开展追逃工作，构建追逃追
赃一盘棋的工作格局。

【背景】 最高检工作
报告指出，2016年，在征
地拆迁、社会保障、涉农
资金管理等民生领域查办

“蝇贪”17410 人；2017

年严肃查办群众身边的
“小官大贪”。

【解读】 全国人大代
表、民革吉林省委副主
委郭乃硕表示，“小官大

贪”多发于与百姓生活
密切相关的领域，直接
侵害百姓切身利益，应
以 更 严 格 的 惩 治 体 系 、
更完善的发现机制，加

强 线 索 摸 排 和 部 门 衔
接，彻底根除一些基层
官员的侥幸心态，让侵
害百姓利益的腐败行为
无处遁形。

【背景】 最高检工作
报告显示，2017年，重点查
处权力寻租、利益输送、拉
票贿选、买官卖官等贪污
贿赂犯罪。

【解读】 多位代表委

员表示，检察机关应与监
察机关实现无缝配合，以
制度化、常态化的强劲打
击，使权力寻租、买官卖官
等腐败行为无处遁形，使
真正忠诚、干净、担当的好

干部能够选出来、任好职。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
究员孙宪忠认为，依纪依
法彻查和处理辽宁拉票贿
选案，维护了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权威和尊严，维
护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
和尊严。绝不允许把权钱
交易那一套带到选举中
来，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
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惩治和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看点二

深入开展海外追逃看点三

查处小官大贪等群众身边的腐败看点四

查处贪污贿赂、拉票贿选看点五

整治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看点六

看点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我把今天的记者会看作是一场‘考试’。”12日
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履新不
到一年的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教育脱贫攻坚、“双一
流”建设等教育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陈宝生说，“大国工
匠”和“工匠精神”，与职
业教育关系非常密切。

“我们既需要培养
爱因斯坦，也需要培养
爱迪生，还需要培养鲁
班。”他认为，目前，我国
职业教育在社会理念上
面临重普通教育、轻职
业教育的问题，自身教
学面临重课堂教学、轻
实践能力培养的问题。

他说，要根据制造
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和

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
规划，加快人才培养，要
促进产校融合、校企合
作办学，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要通过修订职业
教育法，引导整个社会
转变观念，建立起职业
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立
交桥”，改变目前两者相
分离的状况；要改变普
通高校先录取、职业学
校再录取的制度，让职
业教育不再“低人一
等”。

让职业教育不再“低人一等”

“有‘潮’就有动力，
有‘潮’就有风景。”谈到
留学生“回国潮”时，陈
宝生认为，这种“回国
潮”的形成并不奇怪。
海外留学人员可以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学术
追求，这是归来的动力；
资金、设备，硬件、软件
等方面的科研发明条件
都具备，这是归来的条
件；一大批为祖国建设

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典
型成为他们的人生标
杆，这是归来的典型示
范。

陈宝生表示，将为
回国人员开通服务“绿
色通道”，让手续办理更
为通畅，并为他们提供
事业条件和岗位。“把这
些服务做好了，‘回国潮
’会来得更猛一些。”他
说。

多措并举促使“回国潮”更猛烈

“双一流”建设与过
去的“985”“211”区别何
在？

“要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一流学科，这是一
个全新的计划，在‘985’

‘211’基础上，把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的事业在新
历史潮流下推向前进。”
陈宝生说，“双一流”的
标准是中国特色和世界
一流的有机融合，不是

“985”“211”的翻版、升
级版，更不是山寨版。

陈宝生说，为了避
免成为“211”和“985”建
设的翻版，“双一流”建
设明确了遴选范围，并
确定了公平竞争的原
则。部属高校和地方高
校将被平等对待，通过
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
府比选、动态筛选等进
行遴选。 据新华社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义务教育延伸基础还不牢靠

要不要将9年义务
教育延伸至 12年？对
于近来引起社会热议的
这一问题，陈宝生表
示，目前仍不具备延伸
的条件。

“义务教育是我国
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教
育制度。义务教育向上
或向下延伸，要依法确
定，是国家事权。”陈
宝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说。

他指出，义务教育
具有强制、普及、均衡

等特点。如果将学前或
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
育，从强制、普及、均
衡的要求来看都会存在
一些问题。我国9年义
务教育普及时间还不
长，水平还不高，中西
部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方面还面临很多问
题。向上、向下延伸基
础还不牢靠。此外，在
学前和高中阶段，保留
一定的个人选择、家庭
选择余地，对孩子成长
也是有好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