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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推广的专业媒体平台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

热烈祝贺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胜利召开
神州大地春潮涌动。带着 13 亿人民的殷殷重

托，来自各地各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抵京报到，十

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

首都隆重召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

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旗帜下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中

国声音，再一次传递出激荡人心的铿锵力量。

今年恰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60周年和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几十年风雨兼程，数十

载探索实践，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从初

步建立到日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巍峨屹

立。延续光荣与梦想，肩负责任与使命，作为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两会，如何把全

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通过民主法定程序

转化为国家意志，承载着人民的期待，吸引世界关注。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全国两会——全面深化改

革成为鲜明的时代标识。短短100多天，从中央到地

方，全国上下共议改革的强大势场逐渐形成，简政放

权、司法改革、“单独两孩”、完善干部考核等举措不断

落地，深化改革方案的“地方版”陆续出台……百舸争

流、千帆竞发，新一轮改革大潮已经起势。站在两会

的新起点上，改革大业承载了更多期待，也面临着更

大挑战。

如何破解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难题，突破资源

环境等瓶颈制约？怎样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夯实社

会公平正义的根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环境？怎

样在利益多样、诉求各异的多元条件下凝心聚力、

形成共识，不断扩容利益的公约数、发展的公倍

数？种种难题，是无法回避的时代之问，也是测试

政府治理能力的现实考题。

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改革再难也要向

前推进，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现改革

目标。在全面深化改革情势下召开的2014年全国两

会，是改革进程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在经济增速换挡

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中国，

如何发出改革好声音？怎样汇聚改革正能量？5000多

名代表委员的肩上，着实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民之所望，情之所系。纵观春节前召开的地方两

会以及通过对机构预判的盘点，新能源、农业、信息产

业、环保、国企改革、医疗、养老产业等主题受到了高

度关注。可以预期，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

不会回避这些最受民众关注的话题。

人民也期待，代表委员多些责任担当，多点理性

思考，把握时代脉搏，反映人民心声，让两会成为深化

改革的思想场、智慧场和力量场。“用好两会时间的每

一秒”、“珍惜每一次议政建言的机会”，通过两会民主

渠道，把中央的战略部署、顶层设计和群众的无穷智

慧、基层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形成行之有效的治理

思路、措施办法，把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精神贯彻到

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体现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各部分、各方面，唯此，我们才能攻坚

克难，实现更大的发展。

——编者的话

汇聚改革正能量 中国声音再铿锵

凝聚共识凝聚共识：：建睿智之言建睿智之言 献务实之策献务实之策
■ 本报记者 静 安

3 月 3 日下午 3 时，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人

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开幕会上，2172 名全国政协委员听取和审议了政

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

作情况的报告。

在接下来 9 天的会期中，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

议将安排 3 次大会发言，全国政协委员将围绕全面深

化改革，就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和文化建设、政

治建设和统战政协工作等作发言；将安排 9 次小组讨

论和界别联组讨论。

据《中 国 贸 易 报》驻 两 会 记 者 发 回 的 消 息 ，政

协 会 议 期 间 将 举 行 3 场 记 者 会，主 题 分 别 是：深 化

改 革 推 动 经 济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推 进 人 民 政 协 协 商

民主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部

分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将 应 邀 出 席 并 回 答 提 问；大 会 期

间 还 将 举 办 一 次 提 案 办 理 协 商 会 ，主 题 是 化 解

产能过剩。

新一届政协工作实现良好开局

201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也是新一届政协的开局之年。在这一年中，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政

协在推进深化改革上积极建言、广献良策，在促进社

会和谐上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在健全协商民主制度

上主动作为、成效显著。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指出，2013 年，全国政协围

绕财税、金融、科技、司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以开

放促改革等议题，连续召开 6 场专题协商座谈会；与

全国总工会共同举办以“了解职工对改革的期盼，切

实维护职工权益”为主题的总工会界别座谈会；就优

化财政性科技投入结构、构建多元化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等问题与有关部门开展对口专题协商……面

对经济领域的综合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政协进行

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围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着重就解决产能过剩矛盾、加强重点领域节能减排、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提出建议。

一年间，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围绕加强城乡污染

治理、加快制定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主题召开 7

次提案办理协商会，124 位全国政协委员、25 个部委的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通过面对面协商，推动了相关提

案办理落实。

2013 年，围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产业结

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

化、加强生态文明等，全国政协收到提案 2628 件，为国

家重要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参考。

部分民主党派和政协委员就促进城镇化健康发

展提出的相关建议，被国家发改委在编制《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过程中吸收采纳。

多位政协委员提出的关于建设自由贸易区的提

案，受到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门的高度重视，为加快

实施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国家战略发

挥了积极作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吸纳致公党中央、全国工商联和

多位委员提出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提案，出台

了促进中小企业“专精新特”发展的指导意见和促进

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调研考察、一场场富有成果的

协商对话、一份份深思熟虑的提案建议，充分体现了

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也清晰折射

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和蓬勃生命力。

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环境

2014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是完成“十二

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俞正声指出，人民政协将坚持稳

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聚焦全面深化改革，着眼提高经

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

祉，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推进协商民主，加强

工作创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记者获悉，截至 3 月 2 日 17 时，全国政协十二届

二次会议提案组已收到委员提案 1130 件，立案 637

件。今年的提案着重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政

治、文 化、社 会、生 态 文 明“ 五 大 建 设”中 的 一 些 重

点、难点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意见建议，如城镇

化建设、区域经济发展、金融财税体制改革、生态环

境保护、科技自主创新、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转变政府职能、教育综合改革、医药体制改革等。

俞正声也指出，2014 年，全国政协将紧紧围绕重

大改革举措的出台和贯彻实施献计出力，就发展混合

所有制经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改革

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健全国家自然

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等深入调查研究，为党和政府决策

提供参考。

全国政协还将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

会和谐稳定。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调整产业结构、控制和化解地方政

府性债务风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大气污染防

治和生态保护、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重大任务以及推

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重点

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加强民主监督，提出意见建议。

展望前程，新一轮改革大潮已经起势。全面深化

改革是一场触动利益也触动灵魂的革命。面对深刻

调整的利益格局、纷繁复杂的权利诉求，心往一处想，

劲儿才会往一处使。作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巨大包

容性的政治组织，为全面深化改革寻求最大公约数、

增进最大共识度、形成最大凝聚力，人民政协责无旁

贷、重任在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