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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参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建
材凯盛科技集团公司总裁彭寿尤其关
注科技创新方面的问题，他认为，企业
必须通过创新来对产品结构进行调
整，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同时，要搭
建创新性平台，让人才一展身手。

“科研院所和创新型企业是科技创
新的主体，在创新型国家体系建设中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其他企业相比，
科研院所和创新型企业具有更加突出的
技术优势、研发优势、人才优势、市场优
势，具备更加成熟的成果转化机制，在行
业内建立了瞄准世界前沿的高水平研发
中心。所以，我建议在创新过程中，要加
大对实体经济企业的创新支持。”

同时，彭寿认为，我国应该始终与
世界高端对标，得到国际认可的技术、
产品、品牌。彭寿说，要实现这个目
标，大力开展科技创新，用技术进步提

高产品层级，用技术创新调整产品结
构，提高科技含量来补短板。

“企业发展靠人，而我们科技型企
业发展创新更要依靠人才。”彭寿建议，
在人才的引进方面，要搭建创新性平台，
给人才很好的环境，让他们安心干事、全
心干事、精心干事。还要让他们分享创
新成果，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全国人大代表彭寿：

加大对实体经济企业的创新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网易公司创始人
兼 CEO 丁磊是一名互联网的创业
者，也是一名新委员。

丁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
年来，互联网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
政府的大力支持，但他认为，相比于
互联网行业，农业、医疗等领域在创
新发展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限制，需要
政府进一步帮扶和“减负”。

丁磊表示，互联网属于第三产
业，互联网创新是人脑加电脑的过
程，“而农业属于第一产业，企业进入
农业领域的创新则涉及到土地流转、
租赁、环境评估、养殖业评估等方面，
是一个程序繁琐的过程。为此，丁磊

建议，在目前营商环境日益改善的背
景下，政府应该为这类企业提供更多
的扶持政策，减少审核手续，为企业
的创新腾出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丁磊：

传统企业的创新需政府进一步扶持

我省检察工作
赞成率创历史新高

“过去五年，两高各项工作取得
长足发展，让人感受最深的有四点：
一是聚焦司法担当，在营造经济社
会发展良好法治环境上展现了新作
为。二是聚焦司法为民，在满足人
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上取得了新成
效。三是聚焦司法改革，在推进建
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上实现了新进展。四是聚焦司法
创新，在加快建设智慧法院智慧检
务方面迈出了新步伐。”薛江武对于
两高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对于我省检察机关工作，薛江
武介绍说，过去五年安徽检察工作
与中心工作融合度明显提升，立足
职能抓办案，坚持宽严相济，全力维
护社会稳定。省检察院连续八年评
为全省综合治理优秀单位，连续三
年评为全省信访目标考核优秀单
位。省两会对检察工作报告的赞成
率达到了94%，创历史新高。

智慧检务
要形成“公检法”统一平台

针对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职务犯罪的对接问题，薛江
武认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涉及到
执法办案的程序，建议由高检院和国
家监察委员会相互衔接，共同研究对
接的程序，对接的职能和对接的机
构。使得检察机关与监察委员会相
互配合，相互制约，形成反腐合力，切
实履行好依法惩治职务犯罪的职责。

薛江武还建议最高检、最高法
合力推进智慧法院、智慧检务建设，
联合开展研发，做好顶层设计，共商
技术标准，强化平台衔接，打通系统
壁垒，避免资金浪费。“现在是各个
系统搞信息化建设，但是将来这个
智慧检务一定要形成公检法三家都
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平台，在现在建
设中就希望两高能够相互衔接好，
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

全国人大代表、省检察院检察长薛江武：

“公检法”信息化建设要统一平台

3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一
次会议召开了第三场记者会，主题围绕
着“政协委员谈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
平”。全国政协委员、恒大集团董事局
主席许家印在记者会上谈到扶贫问题
时表示，要抓住产业扶贫、移民搬迁扶
贫和就业扶贫的“牛鼻子”，并且要为脱
贫攻坚贡献民营企业的力量。

据悉，作为民营企业参与精准脱
贫的范例，恒大对口帮扶毕节市，两年
多来无偿投入 110 亿元、派出 2100 多
人的扶贫团队，要帮 100 多万人实现
脱贫、已经帮扶 30.67 万人初步脱贫。
许家印认为，扶贫一定要抓住产业扶
贫、移民搬迁扶贫和就业扶贫的“牛鼻
子”。“产业扶贫非常重要，而且要因地
制宜，比如毕节的十个县区，我们根据
他们各自独特的生态和气候条件，打
造了两大基地：中国西南部最大的蔬
菜瓜果生产基地和中国西南部最大的

肉牛养殖基地。”许家印介绍说。
“目前，我们国家还有 8 万个贫困

村、3000 多万贫困人口，我们有 2500
多万民营企业，如果每300家企业当中
就有一个企业去帮扶一个村，那么就可
以实现村村有企业帮扶，也就形成了一
个庞大的社会帮扶的力量。”许家印表
示，民营企业有责任、有义务为2020年
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许家印：

为脱贫攻坚贡献民营企业的力量

司法改革满足了多元司法需求
“周强院长在最高法院工作报告

中，明立场、寄情怀，列数据、亮做法，
举事例、说成效，分九个部分全面勾
勒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法院指导
全国法院依法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制
改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
求的生动画面。”董开军说，对五年来
法院工作，他有诸多切身感受，可概
括为三个“新”。在司法改革上实现
新突破。遴选产生 12 万名员额法
官，85%以上人员向办案一线集中，
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实现让审理
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在司法事业
发展上实现新跨越；在解决当事人诉

讼难上实现新进展。
在提到我省法院工作时，董开

军介绍说，这五年来，安徽法院同全
国法院一样，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
步。合肥“互联网+诉讼服务”经验、
涉军维权“鄂豫皖”模式、多元化纠
纷解决“马鞍山经验”等写入最高法
院工作报告。全省法院共受理案件
351.9万件，较上个五年增长83.1%，
2017年受理案件数量达105万件。

可为安徽法院增加政法专项编制
对于如何解决法院工作“案多

人少”难题，董开军也提出了自己的
建议。

“近年来，我省法院受理各类案
件数量持续大幅攀升，2017年受理
案件 105 万件，在全国法院排在第
八位。员额法官人均办案 222 件，
位居中部省份第一。民商事审判

‘案多人少’矛盾十分突出。一线法
官办案压力巨大，不堪重负。全省
法院系统中央政法专项编制吃紧，
人力资源保障差距明显。目前三级
法院共有中央政法专项编制 13280
个，占人口比为万分之二点一,低于
全国法院万分之二点六的平均水
平，在中部省份中也是倒数。”董开
军建议，中央编办、最高法院考虑我
省法院案件持续大幅增长的态势，
适当为安徽法院系统增加相应的中
央政法专项编制。

全国人大代表、省高院院长董开军：

安徽法院急需增加政法专项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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