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圆满闭幕，中国踏上新的征程。在代表委员

们连日的审议讨论与思想碰撞中，在会内会外民意的

互动和交流里，关乎国家发展大计的一个个问题有了

越来越清晰的答案，全国上下正凝聚起越来越广泛的

共识。

此次两会，无论是与会的代表委员，还是普通干

部群众，都明显感受到两会的会风越开越务实，社会

参与的程度越来越高。两会的议题，是民意的汇集，

也是时代的标记。我国经济当前总量首次突破 10 万亿

美元。在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发展水平越来越高的情

况下，如何实现区域更加协调发展、贫富差距进一步

缩小、环境保护的短板尽快补齐，都是此次两会上的

热点焦点话题。同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哪些领域是要闯的难关、要蹚的险滩，要啃的“硬骨

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也都给出了真知灼见。代表

委员所热议的，正是人民群众所关切的，都是社会发

展所需要的。在推动国家进步最重要的政治舞台上，

通过发现问题、讨论问题并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让

国家意志与民间声音互动、让普通民众与政治运行接

轨，正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意义的根本体现。更

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无数民众参与公共事

务、公共生活，推动了国家、社会共识的不断形成，

必将加速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水平。

无论是会内还是会外，对重要议题广泛而深入的

讨论，其意义不止于达成共识，更在于形成共识的过

程。在民意自由表达的议事场里，代表委员们的参政

议政，唯有冲破思想观念的壁垒、跨越利益的藩篱，

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对那些人民群众持续关注

的诸如发展、改革、法治、创新、环保、民生等问

题，既要看到其复杂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也要看

到不断努力取得的成就。理性的认知与判断在弥合分

歧扩大共识中发挥着作用。走好自己的路，办好中国

的事，认识更成熟，步履更稳健。

两会胜利闭幕，看似是一个结束，却意味着更加

繁重的“抓落实”工作刚刚起步。已经绘就的蓝图

上，每一个议题、每一个目标、每一个设想，都要在

具体落实中设定“进度表”。特别是在当前全面深化

改革的进程中，许多持续多年的难题背后，各种矛盾

和利益交织复杂。要想真正解决，就必须按照“四个

全面”的要求，继续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充分释

放改革带来的驱动力和凝聚力，更好地发挥法治对发

展和改革和发展的护航作用，以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

导核心。只要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不推诿、不拖沓，

社会各界不后退、不放弃，以干就要干好、抓就要抓

实的精气神融入发展改革的洪流，善始善终、善做善

成，就能汇成强大的社会合力，美好的蓝图就会变为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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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创新
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增强
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促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措施
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决定的贯彻落实。依法行
政、税收法定、反腐倡廉⋯⋯这些依
法治国的重要问题，成为这次两会的
热门话题。

“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重
要内容，政府工作报告对此作出了一
系列部署，要落实这些要求，首先要
求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必须确立法
治信仰和法律思维方式，实现观念上
的变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
文表示，这些思维包括合法性思维、
权利义务思维、程序正当思维、责任
思维等，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

法定职责必须为。
“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落实预

算法，实行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
预算管理制度，是推进反腐败、建
设廉洁政府的重要利器，要将公共
资金的使用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
下，使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刘
剑文说。

此外，刘剑文认为，税收法定原
则写进了立法法，从法律上得到了确
认，成为国家意志，接下来应该从各
个方面落实这个规定，从立法的角度
看，应该尽快将国务院有关税收条例
上升为法律，推动房地产税法、环境
保护税法等法律的制定工作；在依法
行政方面，有关部门应严格按照法律
规定开展税收政策制定、征管等工
作，调整税率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
进行。

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本报记者 曾金华

对于 2015 年的经济发展方向，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眼于保持中高
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
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

“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
擎”，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
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GDP 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
指标，今年我国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定在 7%左右是合理区间。一方面经
过前两年的发展经验看，GDP 增长
7%左右满足我国居民就业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为今后实现经济转型创
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国石油大
学教授刘毅军说。

今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三期
叠加”的矛盾，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
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

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等，长
此这样发展下去已难以为继。

在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情况
下，如何实现“优质”GDP 增长 7%的
目标？必须推动经济在稳定增长中
优化结构，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寻找稳
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点。也就是说
既要稳住速度，在确保居民就业和收
入持续增加的基础上，为调结构转方
式创造有利条件，又要调整结构，夯
实稳增长的基础。

“以能源行业为例，现在雾霾天
数增多，主要是能源结构不合理造成
的，再如此发展下去，将威胁我们的
生存环境。今后必须走清洁可持续
的发展道路，在能源保障和环境保护
中寻求平衡点。”刘毅军认为，今年实
现 GDP 增长 7%的目标也为能源行
业转型提供了良好机遇。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重点
改革明确了时间点和路线图。包括
2020 年之前有望全面落实税收法定
原则，2017 年有望推出延迟退休具
体方案，力争年内出台职工养老保险
全国统筹方案，今年上半年有望出台
出租车改革方案。此外，备受关注的
国企改革系列实施方案、电力体制改
革方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也
出台在即。同时，两会也向公众宣布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养老金并轨
等今年将进入正式实行阶段。

“可以说，过去许多年积累的老
问题、硬骨头都成了改革对象，社会
大众也对改革充满了热情和期待。
不过，在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国际形
势更加复杂等因素影响下，2015 年
的改革将承受更大压力。”海通国际
首席经济学家胡一帆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330
多项改革以来，已有多项改革的相关
指引和措施推出。2015 年则是这些
政策措施落地与实施的关键之年。
中央已经吹响了改革的“集结号”，在
引领 GDP 目标下调同时，也引导各
地政府不过度追求高速增长，而将重
心放在了继续深化改革上。前一段
时间，各省区市在地方两会上纷纷亮
出地方版改革方案与中央形成呼
应。可以说，改革已经形成良好局
面，有些重点领域的改革已经打开了
时间窗口。

胡一帆认为，2015 年改革将在
多方面取得突破，包括金融改革、财
政改革与国企改革在内的改革措施
有望进一步深化与落实。此外，一系
列改革组合拳将会提上日程，将进一
步释放政策红利。

重点领域加速突破
本报记者 朱 磊

“创新”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
一大热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当前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必须
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改造传统引擎，打造
新引擎。

让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以汽车产业
为例，去年我国产销量高达 2300 多
万辆，连续 6 年蝉联全球第一，但创
新能力明显不足，一些核心技术仍然
缺失，自主品牌发展步履维艰。

“主要原因在于行业观念守旧，
习惯于引进技术，满足于‘帮工’角
色，体制机制的固化，也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了创新活力的迸发。”广汽乘
用车公司总经理吴松表示，要解决这
些问题，既要转变观念，更要加大改
革力度，通过改革推动全社会建立一

个高效的创新体系，让科研机构、企
业以及创业者能在公开的平台上大
胆实践，这样才能形成“万众创新”的
局面。

“创新创造关键在人。”在中国汽
车工程学会理事长付于武看来，与汽
车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核心技术的创
新能力之所以存在较大差距，根源就
在于人才匮乏。“在人才教育培养领
域，也需要对原有体系进行突破性改
革，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多元化、
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创新型人才。”

让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有很多事情等待我们去做，创新
不仅仅是一个新产品的发明，或者一
个新市场的开发，既包括重大理论上
的突破，也包括新技术变革带动下的
经济、社会，以及人的观念与行为方
式的更新。

市场活力竞相迸发
本报记者 杨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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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立国之
道，惟在富民。要以增进民生福祉
为目的，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改革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计增加
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
谐进步。”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经济下
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
凸显，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
要大。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注重
保障和改善民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
“民生”。从坚持就业优先到加强社
会保障，从促进教育公平到健全基本
医疗卫生制度，从创新社会治理到打
好节能减排攻坚战⋯⋯一项项政策

措施直击民生问题的痛点、难点，民
生保障网正织得越密越牢。

在北京从事市场营销的万海来
自江西，他父母一直随他在北京生
活。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企业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 10%、
稳步推行退休人员医疗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等举措，让他感到生活有了新
的规划和盼头。

惠民生中蕴藏着发展潜力。增
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加大政府对
教育、卫生等的投入，鼓励社会参与，
提高供给效率，既能补短板、惠民生，
也有利于扩需求、促发展。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做好民生
工作，要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百姓获得感再提升
本报记者 熊 丽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
痛，应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污染治理
攻坚战。从“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
山”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
态文明建设愈来愈成为社会发展共
识。治理污染贵在行动、成在不断坚
持，唯有铁腕治污，打好、打赢环保攻
坚战，才能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
永续发展。

深刻理解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建
设生态文明的任务和要求，亿利资
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认为，要想实
现永续发展，既要治理雾霾，又要防
止土地荒漠化。它涉及我国能源结
构的转变，以及能源生产与消费方
式的改变，不仅需要监管部门的政
策支持，也需要不断激发技术与产

业创新，发挥资本市场的优势，形成
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协
调统一。

王文彪认为，“一带一路”规划将
生态环保、防沙治沙等列为重点发展
产业，绿色环保产业迎来了千载难逢
的发展时机。治理沙漠化除了需要
政策支持，也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
扶持发展。他建议发动“绿丝路基
金”来推动沙漠化治理。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铁腕治污，
久久为功。今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要降低 3.1%以上，2005 年底前注册
营运的黄标车要全部淘汰⋯⋯政府
工作报告中的一系列重要举措让老
百姓信心满满，碧水蓝天、永续发展
的美丽中国不再遥远。

铁腕治污久久为功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潜力韧劲充分挖掘
本报记者 齐 慧

3 月 15 日，北京丰台区三环新城居民王殿佩（左三）和家人一

起观看人大闭幕会新闻。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3月15日，

北京南站候车

室，旅客张乐(右

一) 和 朋 友 在

看当天报纸上

的两会新闻。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加强民生

保障。图为北京

朝阳区东坝乡福

润四季保障房项

目的住户憧憬新

生活。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3 月 1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

幕会。这是大会结束后，几名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外交流。

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