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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9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19 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出席博鳌亚洲
论坛 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奥地利总统菲舍

尔、印尼总统佐科、尼泊尔总统亚达夫、斯里
兰卡总统西里塞纳、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赞
比亚总统伦古、澳大利亚总督科斯格罗夫、哈
萨 克 斯 坦 总 理 马 西 莫 夫 、 马 来 西 亚 总 理 纳 吉

布、荷兰首相吕特、卡塔尔首相阿卜杜拉、瑞
典首相勒文、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泰
国副总理兼外长他纳萨等外国领导人将应邀来
华出席年会。

习近平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
多国领导人将应邀来华出席年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创新驱动放在了更

加突出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

表 团 审 议 时 强 调 ，“ 创 新 是 引 领 发 展 的 第 一 动

力”。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抓好今年各项经济工

作，就要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迈大步，

以全面创新点燃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引擎，以深

化改革为全面创新拓宽道路。

今年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实现创新

驱动对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尤为紧要，这不

仅因为眼下全球竞争的“主战场”已转到创新能力

比拼上，再继续留在原场地、靠粗放的要素投入来

驱动发展就跟不上趟了，而且因为我们的资源、生

态、环境制约越来越突出，不依靠创新将别无出

路。尤其是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增长的传统动

力减弱，亟须更大程度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

用，改造传统引擎，打造新引擎，培育和催生经济

社会发展新动力。

改造传统引擎，着力点是增加公共产品和服

务供给，加大政府对教育、卫生等的投入，抓紧

中西部铁路、重大水利、棚户区和危房改造等重

点项目建设，鼓励社会参与，提高供给效率，补

短板、惠民生，扩需求、促发展。打造新引擎，

着力点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国有 13 亿

人口、9 亿劳动力资源，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

国家的繁荣在于人民创造力的发挥，经济的活力

也来自就业、创业和消费的多样性。千千万万个

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能增添发展新动能，让中

国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

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创新的“拦路

虎”，只有把简政放权、财税金融、科技体制、投融

资等改革推向纵深，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为公

平竞争搭好舞台，真正做到不该操心的不操心、该

操心的操好心，才能充分激发创新的活力和潜

力。今年，我们要继续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事。要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实行“三证合一”，让服务业

领域的一些企业注册登记别再那么费劲；加快科

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扩大股权和分

红激励政策实施范围，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职务发

明法律制度，使创新人才分享到合理的成果收益；

为创业搭台，对企业特别是创业型小微企业更多

地提供租金低廉的创业空间，进一步减税降费，给

创业插上翅膀，让企业轻装前进。同时，还要厚植

创业创新文化，通过政府引导资金来吸引更多的

种子基金，使草根创新蔚然成风、遍地开花。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坚

持发展是硬道理，就需要用创新思维谋划发展，

靠创新实践推动发展，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

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创新实

践充分开展。全面创新之火越烧越旺，势必驱动

中国经济新一轮破浪前进，更快迈上中高端发展

水平。

全面创新 打造新动力引擎
—— 三 论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两 会 精 神

本报评论员

本报北京 3 月 19 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
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全面进入春管春播的大忙时
节。华南地区早稻进入播种育秧期，育秧进度
与常年相当。东北水稻大棚育秧已准备就绪，
为适时春播打下良好基础。据农业部农情调度
和各地反映，当前春耕生产顺利开展。

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说，今年春耕
生产开局良好，体现在 4 个方面。一是夏粮生
产基础较好。预计面积稳中略增，当前苗情长
势是近年较好的一年。小麦返青期一、二类苗
比例 88.8%，同比高 1.8 个百分点，是近 10 年同
期比例最高的一年。二是粮食种植意向稳中略
增。据种植意向调查，今年全国粮食面积稳中
略增，棉花、糖料面积继续调减，油料面积持平
略减，蔬菜面积扩大。三是农资量足价稳，到位
率高。“两杂”种子供应充足，化肥、农药、农膜供
应能满足春耕需求。据农业部监测，2 月份化
肥、柴油等农资价格较上年同期普遍呈下降趋
势。四是春耕备耕准备扎实。从南到北，皆已
各就各位。

各地反映，今年春耕生产仍面临一些困难，
主要表现为“两个任务重”。一是小麦苗情不平
衡、春季田管任务重。今年江淮地区稻茬麦长
势弱于去年，黄淮海地区部分小麦旺长趋势明
显，河北西南部、河南局部麦田墒情不足，暖冬
导致病虫越冬基数大，小麦春季抗旱防病春管
任务繁重。二是气候不确定性大、抗灾保春播
任务重。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国气候为中
等偏差年景，春季东北地区东部可能出现春涝、
西部出现春旱，长江流域可能出现连阴雨，给春
耕整地和适期播种带来困难。

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农业部及早制定下
发了春季田管方案，并先后多次派出工作组和
专家指导组。在抓好春耕春播的同时，农业部
门还力争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开好头。首先是调
优结构稳面积。引导农民优化结构布局，集中
力量保重点，稳定水稻、小麦等口粮品种面积。
因地制宜调减高纬度、干旱地区玉米种植，改种
耐旱的杂粮杂豆、薯类、青贮玉米等作物，力争
粮食面积稳定。其次是抓科技创新攻单产。搞
好春季田间管理，根据苗情长势和气候特点，促
控结合，分区域、分作物落实关键技术。第三是
强化基础建设提能力。特别是加强耕地质量保
护与提升，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平衡养分、修复
耕地，实现“藏粮于地”。

内页点睛

推广民用清洁煤为何遭遇尴尬？
燃煤是京津冀地区雾霾的一大元凶。为破解十面“霾伏”，河北省从2014年

起加快推广民用清洁煤，石家庄、邢台等地还纷纷出台了对洁净型煤销售价格

补贴的政策。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赴邢台蹲点调查，广泛走访农户、企业和当

地职能部门，一探民用清洁煤推广的成效和遇到的难题。 （详见十二版）

春耕生产由南向北全面展开
夏粮面积增加长势较好

西藏拉萨市达孜县帮堆乡日前举行了热闹的春耕仪式，图为手扶拖拉机手正在犁地。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去冬今春以来，由于干旱少雨，麦苗墒情不太
好，大家要根据麦田情况，科学管理农田⋯⋯”3 月
17 日一大早，山东鱼台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薛保
华来到王庙镇冀庙村的粮食高产创建示范区内，一
边翻看麦苗，一边向村民讲解春季麦田科学管理的
技术要领，“瞧，这块是三类麦田，麦苗乍一看很健
康，其实根部已经变黄了，这是枯萎的前兆。”

“这可咋办？您快给俺出出主意。”村民袁良
顺满脸焦急。“这块田地的麦苗个体发育弱，早春
不宜浇水，以免降低地温，影响麦苗正常生长发
育，应以追肥为主，每亩施尿素 8 公斤和适量的
磷酸二铵，促进分蘖和根系生长；拔节期每亩施
尿素 5 公斤，以提高成穗率⋯⋯”薛保华通俗易
懂的讲解，让围在一起的村民听得连连点头，有

的还掏出小本子不时记录着。
据鱼台县农业局副局长纪方介绍，春节过后，

鱼台县组织 220 多名土肥、植保等方面的农技人员
担任“科技保姆”，深入各镇街、村居和田间地头，现
场答疑解惑、传授农业科技知识。

中午 12 点多了，围在薛保华身边的村民仍未
散去。“种了 30 多年的地，以往全凭感觉，辛苦一
年，收入打了不少折扣。现在，农技专家手把手地
教，俺心里踏实了许多，对今年的增收更有底气
啦！”对于科学种田，村民李丙聪加深了理解。

鱼台县还健全了县、镇街、村居 3 级技术服务
网络，采取多种方式对“科技保姆”进行培训，提高
农民的科学种田水平。目前，测土施肥、前氮后移
等技术已成为当地农民的增产新手段。

全国两会闭幕后，A 股市场高歌猛进。
3 月 17 日，沪指一举突破 3478 点的前期高
位，19 日，开始冲击 3600 点关口；创业板
指也屡次刷出历史新高，并挑战 2200 点整
数位。与此同时，两市成交量重新回到万
亿元以上，交投氛围十分活跃。

经历近两个月的盘整后，A 股重拾升势，
踏上新征程。这一轮上涨行情从何而来？
市场走势有何新特点？资本市场不断向前
发展的动力何在？

多项政策释放红利

牛市的孕育和成长需要适宜的环境。
近 期 沪 指 突 破 前 期 高 点 和 阻 力 位 ， 站 稳
3500 点关口之上，与全国两会前后多项利
好政策出台关系密切。

适度宽松的流动性，为股市上涨营造良
好条件。在去年11月央行降息并引发金融股
暴涨之后，今年 1 月份和春节后央行又接连
降准降息。《政府工作报告》 将今年 M2目标
定在 12%，并提出“在实际执行中，根据经
济发展需要，也可以略高些”。近期，央行
行长周小川也在全国两会上表示，资金进入
股市也是支持了实体经济。这显示出管理层
对股市的呵护态度。

债务置换降低经济风险，助推银行等
权重股走高。全国两会期间，经国务院批
准，财政部下达了 1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置
换存量债务额度。“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短
期偿付风险是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风险之
一。以地方债置换地方融资平台存量债
务，不仅有助于消除市场对于政府债务违
约担忧，而且还可改善银行资产质量，对
A 股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板块形成利好。”星
石投资首席策略师杨玲说。

养老金入市，有望给市场带来巨额增量
资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期表示，养
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方案已经形成了基本
方案，养老保险基金将把部分资金投资到股
市。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支持
和欢迎，并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完善养老金

发展和投资运营相关制度，促进养老金的专业化、市场化投资运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举措是股市上涨的主要动力，投资者信心明

显增强，反映了投资者对改革开放红利释放的预期。改革红利将是推动资
本市场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最强大动力。”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说。

市场改革激活内生动力

2015年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关键之年，各项工作齐头并进。在重阳投资
总裁王庆看来，要更好实现为实体经济造血的功能，资本市场还需加强改革。

注册制无疑是这些改革中的重点。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既可帮企业“解
渴”，也将给投资者提供更多优质的投资标的。据了解，目前前期准备工作已基
本到位。肖钢近日表示，待新证券法正式实施之时，注册制即可开始推行。按照
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证券法修订草案将在4月下旬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在推进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下，新股发行上市节奏加快，企业入市热情高
涨，监管层新股审批提速。今年以来，每月平均发行新股超过 20 只，这为 A
股带来了不少增量资金。除了注册制，股票期权、原油期货等各项金融工具
的不断创新则有利于完善市场定价，为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长期以来，A 股的投资者偏好小股票及垃圾股的主要原因，是这些股
票的价格弹性更大，容易获得更高的收益，有了融资融券及股票期权之后，
这些风险偏好者可以通过创新金融工具，投资大盘蓝筹股实现高收益。”摩
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研究管理部缪东航表示。

深港通试点将适时启动、A 股有望被纳入 MSIC 指数，更是为市场送来
春风。据中信证券估算，如果 A 股纳入 MSIC 新兴市场指数，百亿级增量资
金有望入市。“这些资金操作成熟、风格鲜明，有望为 A 股市场引入更加成
熟的投资理念。”武汉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说。

股市具备上行动力

随着外部政策环境的改善和内部制度结构的优化，多项改革红利带来
的协同效应，近期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番新的气象和趋势。

与本轮股市行情初启时大盘蓝筹股与中小市值品种呈现的“跷跷板”效
应不同，随着近期中小市值股票大幅走高，A 股已多次出现蓝筹与成长“齐
飞”的格局，很多投资者不再是只赚指数不赚钱。以3月19日为例，创业板指
盘中创出2192.55点的历史新高。截至当日收盘，创业板指年初以来涨幅已
逾四成半；而沪指也小幅收红，盘中站上3600点大关，再创近7年新高。

业内人士认为，近期创业板表现抢眼，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互联
网＋”行业计划密切相关。推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
的结合，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既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也为股市上行
提供动力。平安证券策略分析师房雷表示，本轮股市行情不再是周期和成长
的此消彼长，而更多是共生。周期存量资产与新兴资产有融合，而不是割裂。

今年二季度，多项改革政策大为可期，将形成提振股市的关键性积极因
素。民生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李少君认为，财政政策将以基建为抓手继续
发力，结合“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性战略全面落
实，会带动铁路、水利、管网、核电等一批项目的投资。

A股近期重拾升势

，沪指创近七年新高

—
—

改革奏响资本市场最强音

本报记者

何

川

郭文鹃

“科技保姆”田间奔忙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赵 磊

（（详见五版详见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