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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京城。全国两会又一次在北京
举行。

回顾一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了上海、
广东、贵州、安徽和解放军等代表团的审
议并分别发表重要讲话。一年来，四省
市干部群众和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认
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
昂扬的精神状态，扎实的工作作风，推进
各项工作，取得喜人成绩。

上海：“以行动落实期待”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
表团审议时，希望上海的同志牢记使命、
不负重托、再接再厉，继续当好全国改革
开放排头兵和科学发展先行者，坚持以
制度创新为核心，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
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一年来，上海自贸区在投资、贸易、
金融和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先行先试，
制度创新亮点频现。《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条例》正式施行。去年 12 月中
旬，自贸区的 28 项改革试点经验经国务
院决定在全国推广，实现了总书记提出

的“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目前，上海
自 贸 区 扩 区 后 的 各 项 工 作 正 在 谋 定
而动。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成就，是上海落
实总书记讲话精神最有力的体现之一。”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兆安代
表说，“如今，广东、天津、福建也加入到
自贸区试点的行列，令人倍感振奋。”

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6 日再
次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张兆安在会上
做了深入推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的发言。他建议把自贸区建设作为推动
我国促进消费增长的新机遇和新载体，
提 出 尽 快 在 国 家 层 面 开 展 自 贸 区 研
究等。

2014 年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
时，上海市长宁区虹桥社区虹储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朱国萍代表做了社会治理方
面的发言。

“去年我发了言，还和总书记做了互
动交流。”朱国萍告诉记者，“总书记对我
们社区工作、基层干部非常关心。”

2014 年，上海市委把“创新社会治
理、加强基层建设”列为“一号课题”。
经过近一年的深入调研，形成了《中共
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以
及其他 6 个配套文件，让基层有职、有
权、有物、有人。从 2015 年起，上海所
有街道取消招商引资职能及相应考核
指标和奖励，街道经费支出由区政府全
额保障。

朱国萍说：“作为一名上海人，我深
切感受到上海城市治理水平的提高。作
为基层干部，也体会到上海街道、居委会
工作的变化。过去，我们是围‘上’转，忙
于填表格、开会、写总结、应付检查，现在
是围‘下’转，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提
供什么，工作的重心真正落在社区治理
和服务群众上。”

“总书记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对
上海加快创新试点提出了要求，表达了
期待。上海用实际行动，回应了总书记
的期待。”曹可凡代表告诉记者，去年一
年来，上海在政府职能转变、司法改革等
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效非常明显。

广东：“交出新常态下新答卷”

6 日，广东代表团驻地。广东中山纪
念中学校长贺优琳代表兴奋地告诉记
者：“一年前，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殷

殷嘱咐犹在耳旁。一年中，广东全面贯
彻、狠抓落实，交出了一份新常态下的新
答卷。”

经济发展的压力，广东同样感受深
切。2014 年一季度，占全国近四分之一
的广东进出口总额一度负增长 23.1%。

“当时真的惊心动魄，曾经的改革排头兵
怎么了？”对那时的情景，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省潮州市市长卢淳杰记忆犹新。

去年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与广东
代表团一起审议。在听取代表发言后，
总书记指出，广东要着力推动产业优化
升级，充分发挥创新驱动作用，走绿色发
展之路，努力实现凤凰涅槃。

有 压 力 就 有 动 力 ，有 奋 斗 就 有 成
效。2014 年，广东及时出台 10 个方面稳
增长措施，实施 25 项促外贸举措，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终推动经济运
行逐季企稳、稳中有进。特别是广东人
均 GDP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突破 1
万美元。

“总书记的要求和指示给我们巨大鞭
策和鼓舞。尽管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转
型升级重任，但只要牢牢抓住创新发展，
以创新促改革、用创新调结构，就能把握
主动权，赢得新机遇。” （下转第二版）

不负殷切希望 共绘精彩答卷
——四省市和军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去年两会期间重要讲话精神综述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关于“着
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

‘双目标’”，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
题。他们认为，报告中提出的“双目标”，
不仅仅是稳增长，保持中高速，而且更强
调高质量，达到中高端水平，速度与质量
是发展的两个坐标，“双目标”兼顾了增
长速度和质量效益的统一，是经济新常
态的体现，是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必然要求。

奋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面临着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
境，去年能保持 7.4%的增速，是一张不
错的成绩单。保持这样的增速，在世界
各经济体中也是很好的表现。”看着手中
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诚
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正武说，

“但是，经济增速也不能太低，否则不利
于扩大就业等。我认为，要实现中高速
增长，就必须摒弃过去那种靠拼资源、拼
要素的粗放发展方式，产业迈向中高端
水平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制造业
强国。在小组讨论会上，不少委员疾呼，

“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
变迫在眉睫！”对此，马正武委员深有同
感。他说，我国经济过去是追赶型，要加
速向引领型转变。通过加大自主创新，
我国已出现了一批跑在世界前列的企
业，比如航空航天、高铁、通信等领域。
报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要营造
全社会鼓励创新的基础，从体制机制上
宽容失败，鼓励创新。

马正武委员还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我认为传统产
业与互联网、物联网结合，将会产生意想不
到的变化，有助于产业链向价值高端迈进，
有助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仍是解决一切
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发改委主任

李春洪认为，从高速转为中高速，这一目
标既积极稳妥，又切实可行。“从国际经验
来看，发达国家在人均 GDP 超过 8000 美
元到 10000 美元后，增长速度都会降下
来，中高速增长符合发展规律。”

李春洪代表同时表示，“我国仍是发
展中大国，发展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
和关键，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经济换挡不失速。在新常态下，
对经济增长速度需要有底线思维，按照经
济增长潜力、就业水平设定底线和调控区
间，既要防止用老办法把发展速度抬上

去，也要防止把经济下行压力视为新常
态，无所作为，放任经济运行滑出合理
区间。”

中高速增长如何保持？李春洪代
表告诉记者，从广东的实践来看，将
强化内需拉动经济主引擎作用，力促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是要扩大有效
投资；二是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实
施 养 老 健 康 家 政 等 6 大 领 域 消 费 工
程，大力支持电子商务新业态发展；
三是要巩固和扩大外贸进出口，推动
外贸转型升级，加大企业‘走出去’

步伐，同时抓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
机遇，扩大先进技术装备进口，支持企业
技术改造。”

“我们应该进一步淡化 GDP，但并非
不要 GDP，重要的是看 GDP 的质量和结
构，这将直接决定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李春洪代表说。

要在发展动力切换上下功夫

“我们一定要按照转方式调结构的要
求，朝着这个‘双目标’努力。”全国人大代
表、陕西省榆林市市长陆治原说。

榆林是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能源经
济是主导产业。2000 年至 2011 年期间，
榆林的年均经济增速都在 17%左右，引领
了陕西各地市的发展。由于国际能源价格
特别是煤炭价格下跌，2014 年，榆林市经
济增速只有 9%，虽然在全国以能源经济为
主的城市中仍然排名靠前，但却低于陕西
全省 9.7%的平均增速。

“对此，我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首先
是经济结构过于单一，过去的发展主要是
靠初级能源产品为主的能源开发。”陆治原
代表说，“要想实现总理所说的保持中高速
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今后
既要大力发展非能源产业，包括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同时也要
在发展动力切换上下功夫，通过科技创新
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来自能源领域的全国人大代表、国家
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褚艳芳对
此也深有感触，“前些年，一些地方的能源
行业增速每年都能达到 10%甚至 20%，这
些增长都是建立在高耗能、高污染上的。
数字虽然好看，但要付出环境严重污染的
巨大代价，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两年，政
府对清洁能源和治理污染的投入持续加
大，可能牺牲掉一部分速度，但综合效益
却明显提高。”

全国人大代表、徐工集团技术中心副
主任闫丽娟也赞同在动力切换、效益提升
上下功夫。“不能再简单比拼规模，必须要
有质量效益，在技术上占据行业制高点，才
能成为中国制造 2025 强国战略的一块基
石。”闫丽娟说。

两会特别报道

保 持 中 高 速 迈 向 中 高 端
——代表委员热议如何实现“双目标”

本报记者 王 晋 陈 静 张 双

今年两会各代表团组的开放日活动中，“小

康”成为不少代表关注的热点话题。而且，大家对

小康的认识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经济指标上，而是

有了更深的思考。

欠发达地区不想被落下，誓与全国同步小康的

意愿表达得尤为强烈。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目标，对欠发达地区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但

加快发展不是盲目发展，还要有正确的发展思路。

广西代表团周家斌代表的发言很有代表性。他

提起广西的山山水水很有感情，为广西总结出 5 个

美：绚丽的自然风光美，多彩的民族风情美，古朴的历

史文化美，依山傍水的海滨之美，还有健康的生态养

生美。周家斌代表表示，这么美的地方不应该因为贫

穷落后掉队，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不是全面小康，而

他心目中的小康更是留住绿水青山的小康。

其他欠发达地区代表也表示，欠发达地区除了

希望继续得到扶持外，还希望通过创新的发展思路

实现赶超和跨越。比如在生态好的地区发展养老服

务等新产业，比如利用沿边优势扩大向西向南的对

外开放，比如搭上“一带一路”的发展快车，再比如建

成像上海自贸区一样的开发开放“试验田”，借力改

革红利加快发展，等等。

奔小康最终还是要靠发展来实现，而今天的发

展已经不仅仅表现为单一的经济指标。山清水秀但

贫穷落后绝不是小康社会，殷实富裕但环境污染也

不是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

能只看 GDP、人均收入、住房面

积等硬指标，还应重视社保、教

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发展，重视社

会公平、环境质量，提高老百姓的

幸福指数。到 2020 年，这样美好

的小康，多令人憧憬！

奔小康要有全指标
林高照

代 表 委 员 热 议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按下全面深化改革“快进键”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在牵动全局的改革上取

得新突破。对此，许多代表委员认为，要继续把改革开放
扎实推向纵深，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用政府权力的

“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推动重点改革，以释放市
场活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加强顶层设计，整合优势产业
一起“走出去”。 （详见五版）

迎 接 万 众 创 新 的 浪 潮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增设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办好国家高新区，发挥集聚创新要素的领
头羊作用。就此主题，来自浙江杭州、广西柳州、四川德
阳的3位代表围绕创建自主创新示范区、探索新常态下
注入经济发展新动力、加快重装基地转型升级等话题
建言献策。 （详见九版）

合 力 兜 牢 民 生 底 线
去年，尽管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支出压力加大，但我

国政府仍然加大民生投入，一项项政策让人民群众得到
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拿出一系
列新举措，从就业到社会保障和居民收入，从教育到医疗
卫生，从创业到环境保护⋯⋯这些都是为了回应百姓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详见十版）

不给儿孙留一间房、不让儿孙沾一点“光”，是财
政部原部长吴波同志两份遗嘱的主要内容。两份遗嘱蕴
含的“精神遗产”熠熠生辉，令人敬重，令人难忘。克
己奉公、清正廉洁不是吴波的生活片段，而是他全部生
命和整个灵魂。吴波的生动言行在告诫新时期的建设者
们：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永远是增强党和国家凝聚力和
战斗力的法宝，勇于担当、无悔奉献永远是战胜挑战、
赢得未来的精神后盾。 （详见十一版）

财政部原部长吴波：

两袖清风 来去无尘

上图 3 月 7 日上午，人大河

北代表团在驻地分组审议报告。

马誉峰代表在发言时说，“经济发

展 ，稳 中 增 速 、稳 中 求 快 是 关

键。”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右图 3 月 7 日上午，人大江

西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查计

划报告和预算报告。会议间隙，

余枫代表（左）、陈世春代表（中）、

黄代放代表（右）就相关内容进行

交流。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