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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 国家
主席胡锦涛 6 日就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共和国总统乌戈·拉斐尔·查韦斯·弗
里亚斯因病逝世，向委内瑞拉代总统
马杜罗致唁电。胡锦涛代表中国政府
和人民，对查韦斯总统逝世表示深切
哀悼，向马杜罗代总统、委内瑞拉政府
和人民以及查韦斯总统亲属表示诚挚
慰问。

胡锦涛在唁电中说，查韦斯总统
是委内瑞拉卓越领导人，是拉美杰出
政治家，毕生致力于国家振兴发展和
社会公正进步，赢得了委内瑞拉人民
的拥护和爱戴。查韦斯总统是中委共
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开拓者和推
动者，生前为加强两国各领域交流合
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作出了重要贡
献。查韦斯总统的不幸逝世不仅是委
内瑞拉人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中国人
民失去了一位伟大朋友，我们为此深
感痛惜。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珍视中
委传统友谊，愿同委方一道努力，不断
深化中委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
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 习近平
总书记 6 日就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
国总统乌戈·拉斐尔·查韦斯·弗里亚
斯不幸逝世，向委内瑞拉代总统马杜
罗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对查韦斯总统逝世表示深切

哀悼，向马杜罗代总统、委内瑞拉政府
和人民以及查韦斯总统亲属表示诚挚
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说，查韦斯总统
是委内瑞拉伟大的政治家和杰出的领
导人，带领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在建
设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取得了巨大成
就，赢得了委内瑞拉人民的拥护和爱
戴。查韦斯总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
友，为推动两国友好互利合作、增进两
国人民之间友谊作出了卓越贡献。中
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高度重视同委
内瑞拉发展关系，将与委方一道继续
努力，不断加强和深化两国友好互利
合作，推动中委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
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 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6 日就委内
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乌戈·拉斐
尔·查韦斯·弗里亚斯不幸逝世，向委
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卡韦略致唁
电。吴邦国代表全国人大，对查韦斯
总统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吴邦国在唁电中说，查韦斯总统
执政期间，委内瑞拉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显著成就。查韦斯总统生前对华友
好，推动中委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
系取得丰硕成果，造福了两国和两国
人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愿与委
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加强友好交

往，为进一步深化中委共同发展的战
略伙伴关系作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记者熊

争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
6 日前往委内瑞拉驻华使馆，代表
中国政府吊唁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拉
斐 尔·查 韦 斯·弗 里 亚 斯 并 敬 献 了
花圈。

俞正声在吊唁簿上题词，对查韦
斯总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委内瑞拉驻华大使罗西奥·马内
罗对俞正声代表中国政府前往吊唁表
示衷心感谢。

国务委员戴秉国以及外交部部长
杨洁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
家瑞等参加了吊唁活动。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 3 月 5 日电
（记者徐烨） 委内瑞拉副总统马杜

罗 5 日下午宣布，委总统查韦斯于当
天因病去世，享年 58 岁。委政府已宣
布 ，将 于 30 天 内 举 行 新 一 届 总 统
选举。

当天下午 5 时 20 分，马杜罗在全
体内阁成员陪同下声泪俱下地宣布，
总统查韦斯已于下午 4时 25分逝世。

查韦斯从 1998 年 12 月开始担任
委内瑞拉总统。执政 10 多年间，查韦
斯历经多次选举、公投，屡屡获胜。
2012 年 10 月，查韦斯在总统选举中
成功连任。

就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逝世

胡锦涛习近平分别向委代总统致唁电
吴邦国向委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致唁电
俞 正 声 前 往 委 驻 华 使 馆 吊 唁

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 协 十 二 届 一 次 会 议 主 席 团 会 议
主 持人俞正声，6 日上午分别参加了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
十二届一次会议一些团组的审议和
讨论。

习近平参加了辽宁代表团审议。
陈政高、陈海波、李万才、张文成、项晓
云、王金笛、耿洪臣、张广宁等 8 位代
表先后围绕加快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
全面振兴、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
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等问题踊跃
发言，畅谈感受、设想、建议。习近平
认真听取和记录，不时询问情况，并作
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要进一步
做好攻坚克难、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
和工作准备，大力实施振兴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加快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全面增强工业核心竞争力，
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向
东北亚开放的重要枢纽。要大力做好
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注重关心生活
困难群众，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加强思
想道德建设。雷锋、郭明义、罗阳身上
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
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正是我们民族

精神的最好写照，他们都是我们“民族
的脊梁”。要充分发挥各方面英模人
物的榜样作用，大力激发社会正能量，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李克强参加了湖南代表团审议。
周强、徐守盛、王群、杨娟娟等代表就
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新农村建设等问
题谈了看法，一些来自基层、贫困地区
和民族地区的代表争相发言，主动递
交建议材料。李克强不时询问，与大
家频繁互动。李克强说，中部地区在
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战略地位。要着力推动转型发展，在
理念上有创新，在实践上有行动，促进
比较优势、后发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竞争优势。要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更好地结合起来，运用好价格等多种
手段推动环境治理，使发展更可持续、
更加健康。要着力解决重点民生问
题，加大扶贫攻坚力度，特别是要保障
特困群众的基本生活，在发展中不断
改善人民生活。李克强希望湖南以长
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为重大
抓手，在资源环境、财税等相关改革上
先行先试，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迈
出更大步伐。

俞正声参加了港澳地区全国政协
委员联组会。在认真听取戴德丰、李
向玉、谭锦球等委员发言后，俞正声
说，香港、澳门回归以来，走上了与祖

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
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
的成功。过去的一年，香港和澳门继
续保持了繁荣稳定的良好局面。俞正
声指出，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肩负
着促进港澳地区繁荣稳定、促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责任，巩固好港
澳发展的局面、促进内地经济社会的
持续健康发展，都需要港澳地区全国
政协委员从中发挥重要作用。俞正声
强调，中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严格
按照基本法办事的方针不会变，支持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
政、履行职责的决心不会变，支持香
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的政策也
不会变。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要坚
守爱国爱港、爱国爱澳的立场，旗帜鲜
明地反对各种违背“一国两制”和基本
法的言行，巩固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
量的团结，支持行政长官依法施政，倡
导社会正气，不断夯实爱国爱港、爱国
爱澳的社会政治基础，为港澳长期繁
荣稳定凝聚更多正能量。要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广开言路、广集智慧，以实
际行动推动港澳与内地的交流合作，
积极反映港澳各界同胞的愿望和意
见，带动更多的港澳同胞关心、支持和
参与内地建设，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
兴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分别参加
全国两会一些团组审议讨论

3月 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辽宁代表团的审议。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盘点过去 5 年的成就，城乡居民收入持续
大幅增长是引人注目的亮点。据政府工作报
告介绍，在过去 5 年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年均增长 8.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
增长 9.9%。在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背景
下，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

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见
证了 5 年来收入的增长和生活的变化。江苏
沛县草庙村党支部书记秦真岭代表说，“从我
们村的情况看，我感觉经济增长和老百姓收入
是同步的。2005年村里的人均收入也就 1800
多元，去年人均收入已经达到 12000多元了。”

内蒙古鄂尔多斯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林祥
代表介绍说，“近些年来，我们职工的年人均收

入每年都保持 10%以上的增长速度，现已超过
4 万元。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技术人员，工资
增长的幅度还要更大。”

收入在普遍增长，但增长并不完全同步。
有些群体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有些群体的
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些地
区群众生活改善明显，而有些地方群众依然生
活困难。从全国范围看，长期存在的收入差距
问题尚未得到明显改善。今年初，国家统计局
首次公布了衡量收入差距水平的基尼系数，
2012 年 为 0.474，虽 然 与 10 年 来 的 最 高 点
2008 年的 0.491 相比有所回落，仍说明了当前
收入差距问题的严重性和加快收入分配改革
的紧迫性。

当前居民收入差距是怎么造成的？在政
协经济组的讨论会上，委员们就此进行了
讨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委员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劳动收入在国民
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是下降的。他分析指
出，现在城乡初次分配存在很大不公平。在城
市，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劳资双方地位不
平等，买方强，卖方弱。初次分配尚未形成市
场经济规律下的市场调节机制。在农村，农民
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民的财
产性收入很低。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由于身
份和城市居民不同，收入水平的不对称性也非
常明显。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委员曾任就业和收
入分配司司长，说起收入分配改革轻车熟路。
他表示，现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贡献与回报
的比例是不协调的。收入分配应该按贡献大小
决定，但由于种种制约，导致劳动者报酬在初次
分配中占比不高。

“这种情况现在必须改变，必须进行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两位委员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两会召开前，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深化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我们已经制定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
干意见，要抓紧研究制定具体政策，确保制度建
设到位、政策落实到位，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领域
存在的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厉以宁委员认为，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当务之急是进行初次分配改革，应该兼顾效率
与公平，公平优先。同时，二次分配应将促进社
会保障水平城乡一体化作为重点。让农民成为
清晰的产权主体，并尽快消除“二次分配扩大一
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下转第二版）

编者按 国 计 连 着 民 生 。

围绕收入、物价、住房、教育、看

病、求职、养老、食品安全、环境

质量等话题，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们踊跃建言献策，热切回应。

从今天起，本报刊出系列“两会

特稿”，报道代表委员在审议讨

论政府工作报告过程中的相关

真知灼见，共同破解发展难题，

筹划民生大计。敬请关注。

“蛋糕”要做大，也要分得好
本报记者 陈学慧 朱 磊 林火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建

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13 年春季学

期开学典礼上再一次强调了加强学

习、增强本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

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

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

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只有全党

本领不断增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

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

增强本领就要加强学习，勤于学

习才能赢得未来。这个常讲常新的话

题，也在两会代表委员审议讨论政府

工作报告时被常常提起。

“重视学习不光要舍得花费时间

和精力，更重要的是注重学习的效

率。”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文联主席

顾久直言，“现在为领导干部开办的培

训班、学习班并不少，但有没有达到预

期效果还要画一个问号。成本效率是

一个投入产出的关系，投入了时间和

精力，还要问一问自己是否真正学有

所获、学以致用。”

“最好的学习是对知识发自内心

的渴求，最好的教育是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科社

部主任王怀超说，“我们特别提倡学生

自学、读原著。少一些说教、多一些实

践是当今时代人们所需要的学习方

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发挥学习的主

观能动性，无论身处什么岗位，心灵的

成长永无止境。”

不 仅 要 向 书 本 学 习 ，还 要 向 实

践学习、向模范学习，这是各级党员

干部做好实际工作的重要方法。在

讨论中，许多代表委员提到了榜样

的力量：“如果榜样的力量缺失了，

再好的理论也会变成干涩的说教。”

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涌现出许许

多多敬业奉献、建功立业的先锋楷

模——用赤子之心染绿荒山的老地

委书记杨善洲，用医术治病爱心疗

伤的天山名医庄仕华，崇尚科学、勇

于创新的优秀发明家苏卫星，用自

己的知识为农民服务的基层农技员

渠 立 强 ⋯⋯。 他 们 生 动 感 人 的 事

迹，就是广大党员干部最好的课本、

最好的老师。

检验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合格，不

仅要看学了什么，更要看做了什么。

代表委员们表示，自中央号召“转作

风、改文风、正学风”以来，人云亦云、

照文件讲话的干部少了，深入基层、贴

近群众的干部多了，新风扑面，令人

欣喜。

代表委员们精彩的讨论最终汇成

一句话：“学习是一种情怀”，那是对党

和人民事业的情怀，是努力实现“中国

梦”的情怀。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情

怀必将引领我们创造新的奇迹，迎接

新的挑战，实现新的梦想。

勤于学习才能赢得未来
姜天骄

两会特别报道
图说

·放飞民生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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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再发力科学谋发展

同步建小康

经济向好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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