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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连续４年举行错案警示日活动

新华社郑州
５

月
１１

日电（记者李丽静）

自
２０１０

年发生赵作海案件后， 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已经连续

４

年举行错案警示
日活动，活动主题日渐广泛与深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９

日，河南省高院宣布，因
“亡者”归来，已经入狱

１１

年的河南省柘
城县农民赵作海无罪释放。从

２０１１

年起，

河南省高院在每年的
５

月
９

日举行错案警
示日活动，自揭家丑，警示广大干警认真
履责，客观办案。同时，活动的范围和主
题逐渐扩大和深入，由最初研讨、反思赵
作海案为何会发生， 到探究中国的整个
司法运行机制。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完善人权司法
保障背景下冤错案件的防范和纠正”，来
自最高人民法院、法制日报社、中国政法
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青年政治学

院、郑州大学等的业内人士、专家学者、

律师等参加了当天的研讨。

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说， 去年年
底，河南省高院实行了去除被告人“犯罪
化标签”， 即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被
告人可着便服，并不得让其剃光头、穿囚
衣、戴戒具、坐囚笼。张立勇说：“从法律
的角度看，在法院正式判决生效前，他都
是被告人，而不是犯人。”

张立勇说，今年以来，河南省法院系统
一直在探索庭审布局改革。“我们要改变庭
审中控方声音强大，辩方声音微弱的现状。

必须千方百计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同时，为
了方便被告人与律师沟通， 我们准备将原
来放在审判长对面的被告席挪到辩护席
上。”据悉，一个符合庭审布局改革的标准
化审判庭将于本月下旬正式开庭审案。

社长：钱长琨总编辑：张宗和值班负责人：龚立堂值班主任：赵雪峰（01、04版） 许天福（02、03版） 社址：河南省信阳市中山路４７号邮码：４６４０００ 记者部：６２２５０００ 办公室：６２２１３９５ 读报纠错有奖：6265223 广告部：６２６３９６５ 印刷：信阳日报社印刷厂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４１１５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１ 零售价：1．00元

时事新闻

04

2014

年
5

月
12

日（甲午年四月十四） 星期一
责编：吴涛审读：赵雪峰组版：夏丹
电话：

6205050

邮箱：

xyrbszbs@163.com

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

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

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上接
01

版） 家庭经营和规模经营要统
一起来，积极稳妥推进土地流转，加快农
业现代化进程。

习近平十分关心商贸物流业和企业
科技创新发展。

10

日上午，他在郑州先后
考察了郑州市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
点项目、郑州国际陆港、中铁工程装备集
团有限公司，看展板，听介绍，进车间，详
细询问有关情况。了解到郑州市跨境贸易
电子商务服务试点项目运营不到

1

年，就
取得直通世界

13

个城市、 贸易进出口货
值

130

多亿元、为
100

余家商户提供实货
测试服务的成绩，习近平同窗口工作人员
一一握手，详细察看货物配货、包装、过关
查验流程，勉励他们朝着“买全球卖全球”

的目标迈进。 看到郑州国际陆港集铁路
港、公路港、空港、海港于一体，正在打造
国家铁路一类口岸、 多式联运服务中心、

中欧班列货运中心、 智慧物流信息中心，

习近平希望他们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

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多作贡献。他来到郑欧国际货运班列
前，同机组人员交谈并合影留念。

在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盾构
总装车间， 习近平通过模型了解盾构机
整体构造和工作原理， 然后登上一座

85

米长的盾构机装配平台， 察看了装配情
况。他向现场科技人员和职工问好，对他
们攻克科研难题、 突破盾构机系统集成
技术壁垒的自主创新给予肯定。 习近平
指出， 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
脊梁， 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还有许多短
板，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
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
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 一个地
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
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
键要靠科技力量。 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搭建

创新服务平台， 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
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
技术的重大突破，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
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
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考察期间， 习近平听取了河南省委
和省政府工作汇报， 对河南近年来的工
作给予肯定。 他希望河南紧紧围绕中部
地区崛起， 以发展优势产业为主导推进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以构建自主创新体
系为主导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以强化基
础能力建设为主导推进培育发展新优
势，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着力解
决好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在拓展更大
更广发展空间的同时， 努力让人民过上
更好生活。

习近平指出，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
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
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 适应新

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
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

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
少其负面影响。

习近平强调，事靠人为，事在人为。

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
伍，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面对纷
繁复杂的社会现实，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
要的人生必修课， 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汲取营养， 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
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齐，以严格标准加
强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
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各级党组织要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用
好选人用人考德这根杠杆， 引导党员干
部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
白为官。

王沪宁、赵乐际、栗战书和中央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月
10

日，演员
在大型音乐剧《焦裕
禄》中表演。

当日， 由中国
歌剧舞剧院演出的
大型音乐剧《焦裕
禄》在河南省人民会
堂演出。该剧讲述了
焦裕禄在兰考担任
县委书记期间带领
群众与内涝、 风沙、

盐碱三害作斗争，身
患癌症仍坚持在工
作一线的事迹。

新华社记者
李博摄

音乐剧《焦裕禄》在郑州上演

５０年了，人们对焦裕禄仍充满兴趣

新华社郑州
５

月
１１

日电（记者双瑞）

新华社日前通过“新华社中国网事”、“新
华视点”微博、“我报道”微信平台等多个
新媒体渠道， 面向全社会征集与焦裕禄
相关的问题， 引起各年龄段网友广泛参
与互动。

５

月
１４

日是焦裕禄逝世
５０

周年，新华
社拟推出“焦裕禄精神”主题集成报道，

通过采访焦裕禄的家人、同事、邻居、工
友， 以及河南兰考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
老百姓等，多角度、立体化还原他有血有
肉、充满正能量的光辉形象。

为反映和解答新时代公众对焦裕禄
的认识和疑问， 新华社还通过多种渠道
发布了相关问题征集。包括“我心目中的
焦裕禄形象”、“关于焦裕禄，您有哪些最
想知道的”、“听爷爷奶奶讲焦裕禄的故
事”等，网友对此反映热烈，提出不少令
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问题。

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焦裕禄深入人
心的形象是“人民公仆”、“干部榜样”。

５０

年过去了，时代风云变幻，社会环境急剧
变革，当前人们如何看待焦裕禄？焦裕禄
精神是否已过时？新浪微博网友“

Ｐ－Ｒ－Ｃ－

先驱”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
苦声’就是焦裕禄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网友“样板戏迷”等认为，焦裕禄“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是一个真正的优秀党员”。

４８

年前， 播送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通
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出现了播音
生涯中第一次失控哽咽， 通过电波到达
千家万户的焦裕禄事迹感动全国。 没有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网友， 许多也听爷爷
奶奶提起过类似的故事。分享中，网友们
提到了那把著名的藤椅、“吃别人嚼过的
馍，没味道！”等极具焦裕禄个人特色的
语录……网友“绿豆御史”表示，“即使是
现在，听着也哽咽”。

网友对焦裕禄的兴趣集中体现在希
望答疑解惑的求知欲上。 问收入、 问家
庭、问健康，问兴趣爱好，问子女现状。网
友并不满足传统意义上“好干部”的标签
式认知， 而更愿意了解焦裕禄作为普通
人的一面。

网友“薇媒
Ｓｕｎｎｙ

”问：“社会上他很
称职， 家庭中他是否也同样是妻子的好
丈夫、孩子的好父亲呢？”网友“回忆幸福
２０１３

”想知道，焦裕禄生前喜欢看什么书
籍？网友“渴死的水滴”则关心焦裕禄的
病：“当时公务员有没有定期体检制度？

采取什么措施了吗？”

目前，相关征集和互动仍在进行中。

网友们的种种关心和疑问， 新华社将在
近期推出的“焦裕禄精神”主题集成报道
中一一予以解答。

忙“护 ”

“护士去哪
了？”这是病房里
经常被问及的一
句话。 这句话背
后隐藏着一个不
容忽视的事实：

国家
36

年前制定
的

1

：

0.4

的“床护
比” 至今难以达
标。

新华社记者
调查发现， 护理
需求的快速增长和护理投入的长期不足， 共同
造成护理人员紧缺的现状，而重“医”轻“护”、伤
医伤护事件频发、护校生源减少，则加剧了这一
趋势。 新华社发赵乃育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