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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9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

一 次 会 议 9 日 上 午 在 人 民 大 会 堂 举

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大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杨振武作的大会秘书处关于政府工作

报告审议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

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代拟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

员会主任委员徐绍史作的全国人大财

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的审查结果

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 2020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审查结果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审议

了两个审查结果报告。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史耀斌作的全国人大

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20 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1 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有关情况的

汇报，审议了审查结果报告。

会议听取了杨振武作的大会秘书

处关于“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的决议草案代拟稿、关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

决议草案代拟稿、关于 2020 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1 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的决议草案代拟稿的汇报，审议

了三个决议草案代拟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作的全国人大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全国人大组织法

修正草案、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修正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关于修改全国

人大组织法的决定草案、关于修改全国

人大议事规则的决定草案。

会议听取了李飞作的全国人大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审议了决定草案修改稿。

会议同意将上述决议草案、报告、

决定草案、决定草案修改稿等提请大会

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审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春

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

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

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出席

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一次会议举行
栗战书主持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政协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主席会议 9

日下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情况的综合汇报，审议

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草案）、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关于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以

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政

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

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

的报告（草案）、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会议

决定将上述文件草案提请 3 月 10 日上

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

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何厚

铧、卢展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

英、夏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

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

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出席会议。

汪 洋 主 持 召 开 全 国 政 协 主 席 会 议
听取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情况汇报 审议有关文件草案

新华社北京3月 9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 9 日上午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经

过表决，决定将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

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计划报告、

预算报告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修改全国

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决

定草案，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

举制度的决定草案修改稿等提请各代

表团审议。

主 席 团 常 务 主 席 栗 战 书 主 持

会议。

会议应到 174 人，出席 171 人，缺

席3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3 月 5 日下午和 6 日下午，各代表

团认真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

一 致 认 为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通 篇 贯 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总结工

作实事求是，分析形势准确深刻，设定

目标切合实际，部署工作重点突出。

报告体现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对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

的深刻把握，顺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是一个旗帜鲜明、凝心聚

力、求真务实的报告。代表们普遍表

示赞成这个报告。代表们充分肯定

国务院过去一年的工作，普遍赞同今

年工作的部署和安排。审议中，代表

们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国务院

认真研究了代表们的审议意见，对政

府工作报告作了修改充实，共修改 81

处。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

审议意见和报告修改情况，建议批准

政府工作报告，并代拟了关于政府工

作报告的决议草案。会议经过表决，

决定将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

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

团审议。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

员徐绍史向会议作了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的

审查结果报告。财政经济委员会认

为，纲要草案符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

出的目标和要求，体现了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符合经济

社会发展实际，安排总体可行。建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徐绍史向会议作了财政经济委员

会关于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财政

经济委员会认为，2020 年国民经济和

社 会 发 展 计 划 执 行 情 况 总 体 良 好 。

国务院提出的 2021年计划报告和计划

草案，符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符合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主要指标和工作安排总体

可行。建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

于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1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史耀斌向会议作了财政经济委员

会关于 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

况与 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

查结果报告。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

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总体

良好。国务院提出的 2021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草案，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决策部署，符合预算法规定，总体

可行。建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

于 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 2021 年中央预算草案，同时批准

2021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151089.22 亿 元 、专 项 债 务 余 额 限 额

181685.08亿元。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财政经济

委员会的三个审查结果报告。

3 月 6 日，各代表团认真审查了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草案。国务院根据代表们的审查意

见，对纲要草案认真进行了修改，共修

改 55处。3月 7日，各代表团认真审查

了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预算报告和

预算草案。国务院根据代表们的审查

意见，分别对两个报告进行了认真修

改。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

审查意见、国务院作出的修改和财政

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建议批

准“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草案、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预算报

告和中央预算草案，并代拟了关于“十

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计

划报告和计划、预算报告和预算的三

个决议草案。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

草案、关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关于 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1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

表团审议。

3 月 8 日上午，各代表团认真审议

了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全国人

大议事规则修正草案、关于完善香港

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全

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

团的审议意见，对各项草案进行了审

议，分别提出了两个修改法律的决定

草案和一个决定草案修改稿。主席团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

员李飞作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全

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全国人大议

事规则修正草案、关于完善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这三

个审议结果的报告及两个关于修改法

律的决定草案和一个决定草案修改

稿，并决定将两个关于修改法律的决

定草案和一个决定草案修改稿提请各

代表团审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王晨、曹建明、张

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

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

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杨振

武出席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栗战书主持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

有 企 业 ”。 文 字 虽 短 ，却 很 有

深意。

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国有企

业成绩有目共睹。在去年 《财

富》 世界 500 强榜单上，我国国

有企业数量达 92 家，中石化、

国家电网还分别坐上了“榜眼”

“探花”的交椅。然而，国企大

而不优、大而不强的毛病同样存

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化集团董

事长宁高宁列了一组数据——目

前国有企业净资产约 70 万亿元

左右，总体年回报率不足 5%，

有的企业回报率甚至赶不上银行

信贷年利率。

国有企业净资产回报率低有

许多客观原因。比如，国有企业

大都集中在煤电油运、化工及装

备 制 造 等 领 域 ，资 产 本 身 就

“重”。再比如，国企要承担很多

社会责任，重要节假日要免通行

费、油价涨幅有天花板、线损再高

也要保障村村通电、战“疫”救灾

更是冲锋在前。

但以上这些并不是一些国企

效益差竞争力弱的根本原因。正

如全国政协常委、哈电集团董事

长斯泽夫分析，一些国企“大而不

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软实力”

上弱。第一，制造业的创新能力

和创新水平较弱；第二，产品质量

和品牌较弱；第三，管理水平、管

理效益，特别是盈利能力较弱。

找准了病根，又该如何对症

下药“强身健体”?

其一，要花大力气提高创新能力。企

业创新模式很多，要把科技创新真正放在

第一位。比如，中化集团提出“科学至上”，

没有新技术不投资，没有新产品不投资，完

全以技术进步为主要标准。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把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从 75%提高到 100%。企业研发投入可以

两倍计入成本，在企业所得税方

面得到更大优惠。国企要用好

用足这一政策，把钱花在科技创

新上。

其二，重视产品质量的同时

要擦亮品牌。目前，国企在高

铁、核电、电力设备、土木工程建

设等领域不仅技术领先，而且施

工 质 量 好 效 率 高 。 全 国 政 协

常委、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寿君

透露，美欧曾领先的第三代核电

机组建设严重超期，开支大幅增

加，成本陡升，经济效益严重滑

坡。而我国已完全掌握第三代

核电技术，第四代核电机组正在

建造中，高温气冷堆有望今年发

电。不过，不少国企技术和质量

上的领先优势目前还没有转化

为品牌溢价，即使有好技术好产

品也难卖出好价格。这需要国

企在国际市场上持续讲好中国

品牌故事，扩大中国品牌影响，

提升品牌溢价。

其三，进一步对标世界先进

制造业企业，提升管理水平。装

备制造企业应加大智能化改造，

同时推动产品智能化，形成高水

平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生态体系，

打通各系统数据互联互通，全面

提高企业决策、研发、生产、管理

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考核是引导

国有企业发展的指挥棒，国有资

本保值增值固然重要，但考核时

不能光盯着“钱袋子”，而忽视

企业社会效益、社会责任以及竞

争力的提升。竞争性行业中的国

企应该围绕主业来发展，成为

国家产业和科技的支撑企业。不抓第一生

产力，光有资本实力也不会形成核心竞

争力。

为此，在考核国企业绩时要严格落实

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党建、科技、品牌、绿

色发展等指标，如此才能真正引导国企向

“身强体壮”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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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周异决

高质量推进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
本报记者 童 政

全国人大代表陈赣飞

大力提升产业工人整体素质
本报记者 刘 兴

2020年，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广西百色重点开发

开放试验区。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

放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赋予试验区推进体制机制创

新、推进产业深度开放合作等八大任务。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百色市市长周异决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我们将努力把试验区建设成为我国与东

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辐射带动周边

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稳边安边兴边模范区、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

周异决代表介绍，2021 年

是试验区建设全面深化、全面

提速的一年，为此将着力抓好

几方面工作：首先要加快推动

体制机制创新，深化投资审批

制度改革，出台试验区投资项

目审批服务改革政策措施，全面推行“一枚公章管审

批”模式。其次要加快提升互联互通水平，编制“百色

一号”专列发展规划，实现跨境班列常态化稳定开

行。再次要加快建设开放合作平台，打造百色（靖西）

边境合作区、德保进出口贸易加工园等园区，推进中

国—东盟（百色）铝产品仓储交易中心、进口资源加工

转化基地等建设。最后要统筹加快推进口岸升级和

沿边经济发展，做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引进、

对外交流等工作。

“近年来，通过大力提倡

实业精神和工匠精神，我国

制造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

展成绩。”全国人大代表、江

西气体压缩机有限公司车工

组组长陈赣飞表示，我国制

造业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其中产业工人整体

素质差距是一个关键因素。

陈赣飞代表告诉记者，他所在的赣州市章贡区，

近年来将生物医药和数字经济作为重点产业打造，

产业发展取得较大提升，但问题是现在到企业一线

当工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他们在找工作时更倾向

于服务业。

“我国制造业若要实现更大发展，还要加大对

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陈赣飞代表说，希望国家

加大对未考取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和未考取大学的

高中毕业生群体的关注，将他们纳入职业教育范

畴，有利于迅速壮大产业工人队伍，有助于进一步

推动创新创业、实业强国。这对我国制造业发展来

说，也是一个打基础、管长远的重要举措。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扎

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

工作。制定 2030 年前碳排

放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

结构和能源结构。全国政协

委员、南方电网公司总经理

曹志安建议，要统筹利用全

国资源、加强跨省区资源优

化配置，支撑可再生能源加

速规模化发展和高比例灵活

消纳，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

具体而言，建议制定跨

省区能源资源优化配置中

长 期 规 划 ，坚 持 全 国 一 盘

棋 ，实 现 跨 省 区 生 产 力 布

局、能源供需、绿色发展等

方面的优势互补。同时，充

分发挥政府协议引导与市

场配置资源“两只手”作用，

完善“中长期协议+市场”的

跨省电力交易模式。此外，

由于南方区域能源整体自

给率低，建议统筹规划区外

清洁电力送入南方区域，深

化西电东送，加大云贵新能源开发，巩固能源

基地作用，加快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开发并送

电南方电网；拓展北电南送，积极研究规划北

方清洁能源基地送电南方电网区域，与以水电

为主的西电东送形成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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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因地制宜抓好乡村建设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 规 划 和 2035 年 远 景 目 标 纲 要（草

案）》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乡村

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位置，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持续改

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

“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很多只是到

了行政村，村以下到户还有很多‘堵

点’。短板、弱项主要在这块儿。”唐仁

健坦言。

“乡村建设要合理确定村庄布局分

类，避免‘千村一面’。要注重保护传统

村落和乡村特色风貌。”全国政协委员、

青海省工商联副主席韩文林说，“青海是

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

多样且富有内涵。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

村最大的优势和宝贵财富。”

快递物流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离不

开的基础服务，农村寄递网络已基本覆

盖县乡两级，短板在村一级。全国政协

委员、国家邮政局普遍服务司司长马旭

林表示，“十四五”期间，邮政系统将全

面推动村级综合站建设，打造世界前列

的农村寄递网络，为农产品出村提供精

准有效的“最初一公里”服务。

“如何吸引更多农民参与乡村建

设也很重要。”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所所长赵立欣认为，随着智能手机等

数字化终端设备在乡村大范围普及和

使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村民自治方

式，有助于让农民参与到乡村建设中

去。要在乡村治理中更多引入数字技

术，构建数字党建、组织动员、人口管

理等乡村治理“应用矩阵”，打通基层

治理“最后一公里”。

在乡村建设中，文化建设必不可

少。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社会主义学

院院长、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

任雷鸣强表示，乡规民约在新时代乡村

振兴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活力。他建

议，进一步完善乡规民约的组织领导、

价值标准、内容规范和奖惩体系，助力

提升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治理能力。

（徐胥、姚进、常理、李苑、李景参与

采写）

举全国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3月 9日晚，人大福建代表团

驻地，福建代表团代表与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视频连线，作

“面对面”沟通。

本报记者 贺浪莎摄

“面对面”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