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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法 尚 德 执 着 前 行
——追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

邹碧华去世的消息传来，从最高法院

到基层一线，从法官、律师到教授学者，中

国的法律人齐声表达着震惊与惋惜。一

位法官何以赢得来自不同战线、众多领域

法律人的真诚敬意和共同缅怀？邹碧华

生前的一言一行是最好注解。

作为一名法律人，邹碧华对工作充

满热爱、勤奋忘我，以极大的激情点亮

依法治国的理想之灯，身先士卒、不忘

初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推进改革的

“急先锋”，他迎难而上、不计毁誉，无

私无畏，敢啃改革“硬骨头”，始终保持

信心和定力，研究了一系列改善司法环

境、推动司法进步的制度性措施；作为

一名兼职教授和硕士博士生导师，他先

后带了 50 多名学生，为学生建立“跟

踪”档案，关心他们的学业和发展，

在学生心中种下法治的“种子”，为未

来培养出了更多法律人才。

站 在 邹 碧 华 生 命 的 终 点 回 望 来

路，他在中国的法律人心中刻下隽永

的印记，也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留下

难忘的足迹。他的事迹值得铭记、品

格值得深学、精神值得记取。法官当

如邹碧华，党员当如邹碧华，做人当

如邹碧华！要像他一般始终把人民的利

益摆在最高、最重的位置，崇法尚德、

勇于创新，敢于担当、推进改革，努力

回应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身体力

行、脚踏实地献身法治建设。

我们身处变革的时代，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大幕刚刚开启，加快法治建设

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紧迫

性亦前所未有。我们呼唤更多“邹碧华

式”公正为民的好法官、敢于担当的好

干部、法治建设的“燃灯者”。法官、

律师、学者乃至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应

同邹碧华一道，将自己的生命点亮，把

实现人生价值与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紧

密结合起来，崇尚法治、坚守法治，坚

定信念、砥砺前行，为构建公平正义的

法治中国，努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

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业绩。

做法治建设的“燃灯者”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 2 月 25 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 2 月 25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减税降费措施、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创业创新，部署加
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以公共产品投资
促进稳增长调结构，决定提高中等职业
学校和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
助力贫困学子和技能型人才成长。

会议认为，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
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积极的
财政政策必须加力增效。要坚持创新宏
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围绕以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打造新引擎，以扩大公共产品
和服务供给改造传统引擎，加强定向调

控，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用减税降
费鼓励创业创新，带动社会就业和调节
收入分配；推进包括重大水利工程在内
的公共设施建设，扩大有效投资需求，
推动结构调整和相关产业发展。

会议确定，在前期国家已出台一系
列优惠政策基础上，继续加大对小微企
业和创业创新的减税降费力度。一是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
小微企业范围，由年应纳税所得额 10
万元以内 （含 10 万元） 扩大到 20 万元
以内 （含 20 万元），并按 20%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助力小微企业尽快成

长。二是从 2015 年 4 月 1 日起，将已
经试点的个人以股权、不动产、技术发
明成果等非货币性资产进行投资的实际
收益，由一次性纳税改为分期纳税的优
惠政策推广到全国，以激发民间个人投
资活力。三是将失业保险费率由现行条
例规定的 3%统一降至 2%，单位和个人
缴费具体比例由各地在充分考虑提高失
业保险待遇、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落
实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等因素的基础
上确定。初步测算，仅这一减费措施每
年将减轻企业和员工负担 400多亿元。

（下转第二版）

（更多报道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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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北 京 2 月 25 日
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
会议今天在京举行，会议审
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
大兴区等 33 个试点县（市、
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
有 关 法 律 规 定 的 决 定（草
案）》的议案。

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决定关于农村土地征
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要
求，2014 年 12 月 31 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 《关于农村土地征
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在全
国选取 30 个左右县 （市）
行政区域进行试点。

试 点 涉 及 突 破 土 地 管
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
的相关法律条款，需要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
院在试点期间暂停执行相
关法律条款。草案规定，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
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 33 个
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
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农
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
度的有关规定。

根据草案，暂时调整实施的具体内容包括：
——暂时停止实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和第六十

三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九条关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不得出让等的规定，明确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
取得的前提下，允许存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等入
市、同权同价。

——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
二条关于宅基地审批权限的规定，明确使用存量建设用
地的，下放至乡（镇）人民政府审批，使用新增建设用地
的，下放至县级人民政府审批。

——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关于征收
集体土地补偿的规定，明确综合考虑土地用途和区位、经
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等情况，合理确定土地征收补偿标
准，安排被征地农民住房、社会保障。加大就业培训力
度，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养老、医疗等城镇社
会保障体系。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留地、留物业等多种
方式，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

上述调整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试行，对实践证明
可行的，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
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 （更多报道见二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拟授权国务院在三十三个试点

地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或可入市

本报北京 2 月 25 日讯 记者李予阳报道：中韩双方
今天完成中韩自贸协定全部文本的草签，对协定内容进
行了确认。至此，中韩自贸区谈判全部完成。

中韩自贸区谈判于 2012 年 5 月启动，中韩自贸协定
是我国迄今为止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领域范围最为全
面的自贸协定。2014 年 11 月，中韩两国元首在北京共
同宣布结束实质性谈判。

根据谈判成果，在开放水平方面，双方货物贸易自由
化比例均超过“税目 90%、贸易额 85%”。协定范围涵盖
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共 17 个领域，包含了电
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等“21 世纪经贸议
题”。同时，双方承诺在协定签署后将以负面清单模式继
续开展服务贸易谈判，并基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
单模式开展投资谈判。中韩自贸区谈判实现了“利益大
体平衡、全面、高水平”的目标。

中韩自贸区谈判全部完成

内页点睛

服务群众 创建惠民

3 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建文明城市、文

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单位等活动，把

在人们头脑里的精神文明变成了看得见摸

得着的好事实事，使群众生活得更有道

德、更有文化、更有品位——

尊重规律 科学调控

9 版

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切实转

变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该管的

管起来，该放的放下去；要善用调控手

段，慎用调控手段，做到有理、有利、有

节、有效——

沽空交易将成沪港通一部分

11 版

香港交易所日前发布公告称，从 3 月

2 日起，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沪股通做空

A 股相关标的。继股指期货、两融业务和

股票期权开通后，A 股市场即将面临新的

做空力量——

二版刊登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让全面小康激荡中国梦
——二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北京市大兴区、天津市蓟县、河北省定州市、山西省
泽州县、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辽宁省海城市、吉林
省长春市九台区、黑龙江省安达市、上海市松江区、江苏
省常州市武进区、浙江省义乌市、浙江省德清县、安徽省
金寨县、福建省晋江市、江西省余江县、山东省禹城市、河
南省长垣县、湖北省宜城市、湖南省浏阳市、广东省佛山
市南海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海南省文昌市、重庆
市大足区、四川省郫县、四川省泸县、贵州省湄潭县、云南
省大理市、西藏自治区曲水县、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甘
肃省陇西县、青海省湟源县、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

33 个试点县市区

皖豫赣鄂四省自主
创新年度报告推出

（详见十三版至十六版）

2014 年 12 月 10 日下午，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在赴基层法院
调研途中突发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年
仅 47 岁。邹碧华去世后，社会各界一致
痛悼。相熟者回忆起他生前的点点滴
滴，素昧平生者了解到他的感人事迹，无
不垂泪。

邹碧华为什么能受到这么多人的尊
重和缅怀？为追寻人们心中的这位好法官
短暂的人生轨迹，春节前夕，《经济日报》
记者连续半个月在上海深入采访邹碧华
生前工作的法院，和他的司法改革团队的
同事一起座谈，走访他曾经审理过案件中
的当事人，与他的家人一起回忆生活中的
片段。从与众多人士的交谈中，记者看到
了一个新时期公正为民的好法官，一个敢
于担当的好干部，一个崇法尚德，践行党
的宗旨，捍卫公平正义，特别是在司法改
革中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的好党

员，是如何用生命诠释共产党人对党和人
民事业的执着与忠诚。

端详着邹碧华书房的照片，仿佛看
到他还坐在那里学习与思考。听着邹碧
华妻子唐海琳平静到令人心碎的叙说，
明白邹碧华是个多么爱家的男人，但他
没有办法更多照顾家人，他的肩头有太
沉的担子。一位受到邹碧华百般呵护的
白血病患儿一定要跟着爷爷去送别邹碧
华，在爷爷泪流满面接受记者采访时，小
小的他就静静地等在门外，他的法官“爸
爸妈妈”要保护他不受干扰地长大，而他

的案例的突破，将让更多孩子的合法权
益得到法律更好的保护。

今天本报推出两个整版讲述邹碧华
的感人故事，追随邹碧华的不凡足迹，探
寻邹碧华的心路历程，就是为了学习邹
碧华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法治精神，忠诚
敬业、乐于进取、勇于创新、乐于奉献的
高尚品格；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社会有更
多像邹碧华那样信念坚定，捍卫公平正
义的忠诚战士，让我们的人民“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

（详见六版至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