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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民企，一碗水端平；内资外资，一把尺子量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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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是喊出来的，而是

靠一个个案子‘判’出来的、靠一次次服务

‘暖’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张海波认为，只有把法治这

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才能让企业敢闯

敢干、让市场投资活力奔涌。

3月9日，张海波接受本报专访时表

示，广东法院将紧紧围绕省委“1310”具体

部署，更好统筹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

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以公正

高效司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让

法治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强护航、百

姓生活的最大底气。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广东

省茂名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生产部部

长郑杰的5份建议，聚焦特种天然橡胶、

中药材产业发展等。

郑杰表示，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端制

造领域发展，对基础材料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对高性能的特种天然橡胶需求也

越来越大。如航空轮胎、高铁减振、探空

气球等都必须用到大量的特种天然橡

胶。然而，我国特种天然橡胶高度依赖

进口，特别是在航空轮胎领域，国产的普

通标准胶难以满足高性能的要求。

他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统筹协调相

关部委，尽快在特种胶园生产补助、加工

设备更新改造、下游企业应用积极性激

励、产业链上下游对接、橡胶生产新技术

新产品应用推广上制定政策，加快国产

特种胶生产应用进程。

中药材作为中医药发展的物质基

础，其有效性和安全性直接关系到人民

群众的健康福祉和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郑杰认为，随着市场需求激增和

产业规模扩张，中药材质量问题日益凸

显，这些问题不仅威胁临床用药安全，还

削弱了中医药的国际竞争力。亟需通过

科技创新和制度优化，构建“从田间到临

床”的中药材全链条质量保障体系，夯实

中医药传承创新的根基。

他建议，从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新

品种创新、推广规范化生态种植模式、完

善产地趁鲜加工标准体系、强化全产业

链质量监管等方面入手，全面提升中药

材质量，确保中药材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郑杰说，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

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蓄势之年。作

为全国人大代表，一定不负重托、牢记使

命，努力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

“今年全国两会，我分别在深珠（澳）

高铁、帮扶民营企业、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基础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市城

区分公司海岛支局主管兼外伶仃营业所营

投员谢坚说。从偏远海岛到人民大会堂，

从基层邮递员到全国人大代表，谢坚扎根

海岛已37年，他始终心系海岛，关注海洋

经济发展，积极为大湾区建设建言献策。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速增质，

粤港澳休闲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特别是

随着游艇自由行有望全面落地，为游艇

相关产业链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

间。结合珠海区域优势，谢坚建议在珠

海海岛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后勤维护

保养基地试点，符合政策导向与市场需

求，更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具有较

高的可行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随着“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等政策

的实施，港澳居民到内地更为便利，但谢

坚关注到粤车南下港澳方面仍存在一定

限制，需要配套制定跨境交通的便利政

策。为此，谢坚今年带来的建议之一是

《关于推动深珠（澳）高铁纳入〈“十五五”

铁路发展规划〉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建

议》。他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将深珠（澳）

高铁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纳入《新时代中

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十五五”铁路发展

规划》，并立即启动前期研究，争取“十五

五”期开工建设。该线路将与广深港高

铁、广珠澳高铁等骨干线路形成闭环，共

同构建环珠江口高铁环线。

在履职调研中，谢坚发现国内有许

多高质量农产品。“我们要引进来也要走

出去。”谢坚建议，利用港澳两地的国际

贸易窗口，让国内高质量的农产品走向

世界。谢坚建议，利用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作为地标产品融湾出海的通道，在

粤港澳大湾区共建中欧合作的总部基础

上，构建中欧地理标志产品免税交易平

台，让这些农产品走向世界。

全国人大代表张海波：

司法为民不是口号
而是坚持办好每一件“小案”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谈到过

去一年，广东法院如何践行“如我在诉”理

念，办好每一件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小

案”时，张海波表示，广东作为人口大省、

经济大省，民生案件占全省法院收案量的

65%以上，从农民工讨薪到小区物业纠纷，

从老人赡养到孩子抚养，桩桩件件都关乎

群众的生存尊严和生活品质。“我们的理

念很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司法公

正守护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

张海波介绍，面对民生领域的新矛

盾、老难题，广东法院敢闯敢试，以创新方

式守护民生权益。针对工伤赔偿、交通事

故等“执行难”案件，通过建立与劳动仲

裁、工会协会建立联动机制，上线“劳动维

权计算器”，创设“执行悬赏保险”等方式，

去年帮务工人员追回25亿元“血汗钱”。针

对粤港澳三地居民跨境婚姻、继承等需求，

推行远程视频见证，构建湾区民生案件绿色

通道。围绕守护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

弱势群体利益，去年全省法院共发出家庭教

育指导令518份，督促家长履行监护责任。

从追讨工资到守护万家灯火，从田间

地头的调解到“指尖上”的便利，在张海波

看来，司法为民不是口号，而是办好每一

件“小案”的坚持。未来，将继续以“如我

在诉”的初心，让公平正义真正看得见、摸

得着、信得过。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基本路径。广东作为创新大省，在

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肩负重任。

张海波介绍，广东法院积极打造具有

地域特色、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体系、案例体系、规则体系，主动对接新

兴产业司法需求，依法支持“硬核科技”

“绿色科技”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断探

索推动科技与产业互促双强的司法新路

径，助力广东产业体系“抢占制高点、制胜

新赛道”。

2024年，广东法院审结各类知识产权

案件量达8.8万件、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其

中涉移动通信、高端芯片、生物医药、新能

源新材料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 1.77 万

件。为破解专业技术调查“取证难”问题，

广东法院建成并启用全国首个技术调查

实验室，并邀请312名粤港澳大湾区专家

组成“最强大脑库”，两年来技术调查官参

与办理案件超3000件，为芯片设计、生物

医药等前沿案件提供技术支撑。

“司法就像阳光和水，创新种子落到岭

南大地，我们就要呵护它长成参天大树。”

张海波表示，从“硬核保护”到“规则引领”，下

一步，广东法院将继续努力，以公正司法为科

技创新“撑腰”、为产业升级“护航”。在这片

改革开放的热土上，不仅要诞生新技术，更

要孕育出更多保护创新的“中国方案”。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全国

经济第一大省、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

东市场主体超过1800万户，每天商事纠纷

“海量”涌入法院。

张海波介绍，过去一年来，广东法院

聚焦依法平等保护，把“法治护企”落在实

处。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全面、依

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

益。国企民企，一碗水端平；内资外资，一

把尺子量到底，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为优化破产重整机制，助企业“涅槃

重生”，广东法院做到“能救尽救”，去年审

结 2970 家企业破产案件，化解企业债务

3487 亿元，105 家企业通过重整和解“重

生”，对暂时困难的企业，灵活运用“活封

活扣”、预重整等机制，去年通过这类措施

盘活了近200亿元资产。

“法治化营商环境就像珠江水，润物

无声却滋养万物。”张海波说，广东法院

将以“敢饮头啖汤”的闯劲，以“钉钉子精

神”精准对接市场发展之需，把“法治竞

争力”变成“发展新动能”，让法治成为广

东营商环境的最硬内核、最强磁场，让每

一位企业家都能感受到：东西南北中，发

展到广东。

全国人大代表谢坚：

推动深珠（澳）高铁
纳入“十五五”发展规划

■全媒体记者郗建新 通讯员陈铿

全国人大代表郑杰：

加快生产应用
国产特种天然橡胶

■全媒体记者郗建新 通讯员农垦宣

孕育出更多保护创新的“中国方案”

坚持为民办好每一件“小案”

■张海波。 徐志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