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

!"#$%&'()*+,

将企业实际感受作为核心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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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本报讯 近日， 160 余

吨俄罗斯进口帝王蟹在上海

长兴岛横沙渔港码头入境，

这标志着今年上海水运口岸

首船鲜活帝王蟹顺利进口。

据了解， 目前上海口岸

进口鲜活帝王蟹主要有水运和

空运两种方式， 以水运进境为

主， 横沙渔港又是最主要的水

运进境通道。

上海海关所属崇明海关

（以下简称“崇明海关”） 针对

鲜活水产品进口通关时效要求

高的特点， 不断优化通关流

程， 让登临检疫、 审单、 查验

等环节无缝衔接， 为水运鲜活

帝王蟹进口提供高效通关服

务。 据统计， 2024 年， 崇明

海关共监管进口鲜活帝王蟹

14 批共计 863.42 吨。

图为崇明海关对进口帝王

蟹进行现场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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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数字政法 探索政法协同
全+首个视听证据协同流转系统正式启动上线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本报讯 昨天上午， 普陀

区“数字政法” 背景下政法协

同实践探索与理论研讨会在普

陀公安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举办。会上，全市首个视听证据

协同流转系统和普陀区涉案财

物共管系统正式启动上线。 记

者从会上获悉， 自 2024 年 11

月视听证据协同流转系统试运

行以来，已经在线流转了 17 件

刑事案件共计 100 份视听证

据，提升了办案人员的获得感。

据悉， 视听证据协同流转

系统实现与公检法系统对接，

可实时上传涉案视听证据， 在

案件移送阶段， 实现音视频证

据的同步移送， 检察官、 法官

可远程登录该系统， 查看公安

提供的视听证据， 实现办案人

员与视听证据的全线通联。 同

时， 该系统叠加区块链技术，

实现源头防篡改、 全程可追

溯， 提高案件办理质效。

会上， 市检察院、 市高

院、 市司法局围绕“数字政

法” 背景下政法协同作经验交

流， 区委政法委就数字化提升

政法协同质效作主旨发言， 区

公安分局、 区检察院、 区法

院、 区司法局分享了各自领域

的政法协同工作经验与实践。

副市长、 市公安局党委书

记、 局长张亚宏表示， 在“数

字政法” 背景下推进政法协

同， 能够有力缓解政法单位

“案多人少” 的矛盾、 极大节

约司法成本、 提升办案质效，

是本市政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

措。 要抓住重点抓紧攻坚突

破， 抓好“一朵云” （全市

“政法云”） 和“一个系统”

（跨部门一体化协同办案系

统）， 确保“人、 案、 卷、 物、

音视频” 等要素安全、 稳定、

高效流转， 确保办案数据标准

统一、 要素齐全、 内容准确。

普陀要当好改革的“探路者”，

始终保持“在研究状态下工

作”， 在全市“政法协同高效

办案一件事” 的总体框架下，

继续探索实践， 为全市提供更多

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张磊

指出，推进“数字政法”工作要始

终坚持高水平建设， 抢占现代科

技“制高点”；要坚持往深处走，推

动系统从“实用管用”向“好用易

用爱用”提升；要坚持往前面冲，

敢打头阵，勇当先锋，奋力为全市

创造更多经验，培育更多“数字政

法”人才；要坚持往底线守，以“万

无一失”的标准守牢“一失万无”

的底线。 （下转 A8）

□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昨天， 最高人民

检察院举行“在服务大局中贡

献检察力量” 新闻发布会， 介

绍检察机关聚焦法治化营商环

境建设、 高质效办理涉企案件

有关情况。 据悉， 2024 年，

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扰乱市场秩

序犯罪 4 万余人， 同比上升

21%； 起诉国企职务犯罪 3000

余人； 起诉利用职务便利实施

的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 1 万

余人， 同比上升 25%。 护航新

质生产力发展， 聚焦高新技

术、 关键核心技术等领域， 起

诉侵犯商业秘密罪 200 余人，

同比上升 34%。

据介绍，过去一年，全国检

察机关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

向，依法平等保护国有企业、民

营企业、 外资企业等各类经营

主体， 运用法治方式稳定社会

预期、提振市场信心，破解了企

业“急难愁盼”问题。

2024 年， 最高检控告申

诉检察部门对收集到的 1500

余条趋利性执法司法线索逐条

分析研判， 将核查筛选出的

31 件重点案件， 分四批交相

关地方办理。 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 已办结 21 件， 取得重

要实质性进展 2 件， 解除查封

扣押冻结财产 5.7 亿余元。

检察机关重点惩治侵犯企

业合法权益的非法高利放贷、

欺行霸市、 强迫交易等涉黑恶

犯罪； 依法从严追诉危害安全

生产犯罪人员， 2024 年， 全

国检察机关建议行政执法机关

移送刑事案件 280 余人； 持续

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 新兴产

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全国检

察机关 2024 年 1 月至 11 月办

理知识产权民事、 行政、 公益

诉讼案件 3900 余件， 并常态

化开展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专项

监督。

同时， 全国检察机关参与

深化整治金融、 国企、 能源、

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权力集

中、 资金密集、 资源富集领域

的腐败， 2024 年起诉金融领

域职务犯罪 1200 余人， 起诉

能源领域职务犯罪 500 余人，

起诉基建工程领域职务犯罪

1400 余人， 围绕行业性、 系

统性腐败问题治理， 制发社会

治理类检察建议 1600 余份。

同时， 检察机关惩治民营企业

内部腐败犯罪， 及时为企业追

赃挽损。

检察机关还开展了侵害企

业合法权益犯罪的刑事裁判涉

财产部分执行监督等，对 2020

年以来已经判决生效， 且被害

人为公司企业的经济犯罪案件

刑事裁判涉财产执行情况进行

全面核查， 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3280 余件， 提出检察建议 280

余件， 经检察监督推动执行案

件 1300 件 6.46 亿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