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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视线

代表委员议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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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5 日 星期日

新华社北京 3 月 4 日电 踔厉奋发共襄复兴伟业，勇毅前行

再谱时代华章。历经光辉岁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的人民

政协，又迎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

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4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三月北京，春意盎然。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内灯光璀璨，

气氛庄重热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悬挂在主席台正中，

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

全 国 政 协 十 四 届 一 次 会 议 应 出 席 委 员 2169 人 ， 实 到 2132
人，符合规定人数。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王沪宁、石泰峰、

胡春华、沈跃跃、王勇、周强、帕巴拉·格列朗杰、何厚铧、梁

振英、巴特尔、苏辉、邵鸿、高云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

乐际、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祝

贺大会召开。

下午 3 时，王沪宁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

十三届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汪洋强调，中共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人民政协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深入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认真履行各项职能，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中华儿女大团

结，为实现中共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作出新的贡献。

在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时，汪洋指出，中共十九大以来的五

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统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各种风险挑

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全面加强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首次召开中央政协工作会

议，制定 《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

见》，为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政治保证。政协全国委员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和二十大精神，准确把握政协性质

定位，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务实有效深化专门协商机构建

设，凝心聚力共襄民族复兴历史伟业，与时俱进推进人民政协实

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人民政协事业展现新气象新面

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汪洋在报告中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提升政协协商质量、

广泛开展凝聚共识工作、充分发挥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

织作用、推进工作创新、加强自身建设等 7 个方面回顾了十三届

全国政协的工作，总结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

导、必须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必须聚焦中心工作持续提

高协商效能、必须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必须不断强化政协

委员责任担当等主要体会，并对今后工作提出建议。

受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邵鸿向大会报

告十三届全国政协的提案工作情况。他说，十三届全国政协期

间，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紧扣“国之大

者”、民之关切提出提案，建真言、出实招、聚共识。五年来，

共 收 到 提 案 29323 件 ， 经 审 查 立 案 23818 件 。 截 至 2023 年 2 月

底，99.8%的提案已经办复。全国政协会同有关方面深入开展协

商，提案中的许多意见建议已体现到相关规划政策和举措中。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马兴瑞、王晨、王毅、尹力、刘

鹤、刘国中、许其亮、孙春兰、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杨晓渡、何卫

东、何立峰、张又侠、张国清、陈文清、陈吉宁、陈敏尔、袁家军、黄坤

明、刘金国、王小洪、曹建明、张春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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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凤和、肖捷、赵克志、张军、刘奇葆、万钢、卢展工、马飚、陈晓光、夏

宝龙、杨传堂、李斌、汪永清、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

列席开幕会。外国驻华使节、海外侨胞等应邀参加开幕会。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李强赵乐际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到会祝贺

汪洋作政协十三届常委会工作报告 王沪宁主持会议 邵鸿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3 月 4 日，十三届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摄

3 月 4 日，王沪宁主持开幕会。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3 月 4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李强、赵乐际、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凤莉

如今，志愿服务在社会上已蔚然成风。据统

计，我国注册志愿者已逾 2.3 亿人。在志愿服务

体系越来越完备、志愿者队伍越来越壮大的今

天，如何加强中小学生的志愿服务工作？这是十

四届全国政协共青团和青联界别委员、共青团中

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党委书记张朝晖思考

的新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他带来了一份《关于支持、加

强和改进中小学学生志愿服务工作的提案》。在张朝

晖看来，志愿服务是中小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立德树

人的生动载体，是落实教育“双减”工作的有效举措，

对促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出

台了一些政策文件，推动中小学生志愿服务工作的

开展，学校、家庭、社会等方面支持中小学生参与志

愿服务的意识日益增强，中小学生志愿服务工作得

到较快发展。

但张朝晖发现，当前中小学生志愿服务工作还

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应引起各方重视。

首先是中小学生志愿者法律界定的问题。对

志愿者的年龄、志愿者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志愿

者人身安全等问题，还缺乏更加细致的法律法规

来规范。 （下转 2 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世昕 李 超 张 艺 王 豪 尹希宁

作 为 党 的 二 十 大 之 后 的 首 次 全 国 两 会 ，

“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新一届代表委员热议的

话题。如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描绘更

细致的施工图？5000 余名代表委员从基层带

来真知灼见，也带着对中国经济大船乘风破浪

前行的信心。

高质量发展奠定共同富裕基础

2022 年我国经济走出一条“V”形曲线，

彰 显 了 大 国 经 济 的 韧 性 、 活 力 和 潜 力 ， 5 年

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5%以上，好于全球平均

水 平 ⋯⋯ 新 一 届 代 表 委 员 深 刻 感 受 到 新 时 代

10 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转向高质量发展的 10 年。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苏州市市长吴庆文

用 “ 非 凡 韧 性 ” 定 调 苏 州 的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

2022 年 ， 该 市 的 GDP 站 上 了 2.4 万 亿 元 的 台

阶，作为世界最大工业基地之一扛住了疫情等

不利条件的影响。

在吴庆文看来，过去一年苏州稳住了经济

发展盘，得益于不断探索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近年来，苏州瞄准数字经济新赛道，以科技创

新为动力，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 16 个

重点制造业细分领域，全面推进产业创新集群

建设“发力起势”。

目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苏州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52.4%，全社会研发

投入占 GDP 比重接近 4%，高校、科研机构、

人才团队等创新要素加速集聚，创新动能强势

迸发。在全国两会聆听高质量发展的强音是吴

庆文的期待。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

厅长黄宝荣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作为西部重要的老工业基地，甘肃也在寻

找新的产业优势。今年全国两会，黄宝荣将针

对国家镍钴铜新材料战略基地打造、数字经济

发展、新材料研发等建言献策。他说，这些领

域在甘肃省备受关注，也折射出甘肃作为经济

后发地区正“跳起摸高”的状态。

今年开局的两个月，经常在基层调研的黄

宝荣已强烈感受到，全国上下都有一种“起步即

冲刺，开局即决战”的氛围。今年全国两会，黄宝

荣希望听到更多关于新型工业化布局的声音。

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是实现“人口规模巨大

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

基础。 （下转 3 版）

在中国式现代化蓝图上雕刻细节

3 月 4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全国政协委员

走向会场。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全国政协委员张朝晖：

加强中小学志愿服务 促进教育“双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沂蒙 王姗姗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团中央

书记处书记徐晓提出建议，加快推动青年

发展领域专项立法。

从团中央角度，发出关于青年发展专

项立法的呼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份沉

甸甸的建议背后，汇聚了各方意见建议和

来自各地、各领域广大青年的声音和期待。

就在不久前，一场由团中央召集、团中

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出席，邀请相关领域

专家学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全国人

大 社 会 委 工 青 妇 室 共 同 参 加 的 座 谈 会 召

开，专门研讨青年发展领域专项立法基础

性研究的工作情况。在听取大家研讨后，傅

振邦指出，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

中国建设背景下，青年发展需要更加制度

化、法治化的支撑，从政策基础、实践基础

等方面看，时机也比较成熟。应以维护青年

发展权益、促进青年成长发展作为立法方

向，结合青年在就业、婚育、健康、社会融入

等方面的现实需求，为青年成长发展提供

更全面的法治保障，使青年在新时代更好

发展、更有作为。

“我们去年上半年开始委托上海社科

院、中国政法大学、暨南大学、山东政法学

院专家团队，以及广东、江西、重庆等地团

组织，围绕青年发展促进立法研究、国外青

年发展专项立法比较研究等主题，已经启

动开展了立法的基础性研究。”团中央维护

青少年权益部部长岳伟介绍，这期间各个

研究团队认真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系统

研究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开展了大量的调研和实地走访。

为 落 实 党 的 青 年 政 策 提
供可靠法治保障

2017 年 4 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新中

国第一部全面促进青年发展的国家专项规

划《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

（以下简称《规划》），为新时代中国青年发

展提供根本政策指引。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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