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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
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
年。如何走好新的“赶考路”举
世瞩目。今年，本届全国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履职跨入第五
个年头，全国“两会”上，他们将
关注哪些议题，会议将释放哪
些中国发展信号，诸多看点值
得期待。

看点一：
稳定经济大盘怎样发力？

当前，我国经济韧性强、潜
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改变；与此同时，也面临需求收
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
力。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强调，着力稳定宏观经
济大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
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
示，面对世纪疫情、百年变局交
织影响，中国经济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稳住经济大盘，就
能克服疫情影响，稳住民生底
线，在新一轮增长中取得先机。

“两会”上将如何设定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备受
关注。张立群说，综合考虑过
去两年经济增长率，以及内外
环境、经济增长潜力等条件，积
极、稳妥设定今年经济增速、就
业、物价等目标，有利于引导社
会各界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推
动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

近期，从需求到供给，外
贸、工业经济、服务业等方面一
系列稳定经济的政策密集推
出；投资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各地“新基建”、民生、环保等领
域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今年

“两会”，稳定经济大盘还将出
台哪些政策举措，值得期待。

如何支持重点领域扩大有
效投资、合理安排地方债、实施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稳定房地
产市场、加大能源保供力度，以
及加强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
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等，
都将受到代表委员热议。

在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看
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是稳增
长的一个重要手段，选择“对”

的投资项目至关重要。科技创
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
碳转型等相关领域的投资，既
能创造短期需求，也能为中长
期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看点二：
重要领域怎样稳中求进？

稳中求进，方能行稳致远。
在诸多重要领域，今年工作如
何谋划部署，改革怎样持续推
进，是代表委员的重要关注点。

2022年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关键一年。2月22日，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明确了两
条底线———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三项重
点——— 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
村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
发展学院教授程国强表示，除
了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
措施外，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
农产品供给，还要重视提高农
民积极性。针对一些地方经济
发展基础仍然薄弱，部分脱贫
群众收入不高的问题，加强动
态精准监测、巩固提升脱贫地
区特色产业、加大金融保障
服务。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
泛而深刻的变革。今年1月，国
家出台促进绿色消费的相关政
策，呼吁扩大绿色和低碳产品
的供应和消费。在此前陆续召
开的地方“两会”上，“双碳”、绿
色低碳发展成为多地政府的工
作重头戏，新能源布局更是纷
纷入列目标清单。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
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强
认为，控制化石能源消费，促进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推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兴技术与低碳产业深入融
合，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推动能源“双控”向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转变。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
后，我国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
裕的历史阶段。如何有效规划
并探索路径，将成为代表委员
重要关注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收入分配研究室主任刘学良

说，促进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
是前提基础和必要条件。要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
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
着力抓好一系列创新性、突破
性的重大举措。

看点三：
民生保障如何持续加力？

稳就业是民生保障的重中
之重。全国就业人群总量大、
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尤其以
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群体
就业面临较大压力。针对如何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最大限度
实现人岗相适、落实2亿灵活就
业群体的劳动保障等等，公众
期待代表委员带来更多、更具
体的意见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教授许光建说，要警惕输入型通
胀压力，要继续保持居民消费价
格平稳，保护好老百姓“菜篮子”

“米袋子”，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特
别是困难群体的保障力度。

住房关乎千家万户，“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任务艰巨。
在坚持“房住不炒”原则下，如
何满足合理住房需求、保持房
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
展，是全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

此外，三孩生育政策落地、
教育“双减”政策、养老保障、老
旧小区改造、智慧医疗等民生
关切，也将受到广泛关注。

看点四：
疫情防控怎样更精准？

近期，全球疫情起伏反复。
我国十几个省份报告了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国内疫情呈现点
多、面广、频发、德尔塔和奥密
克戎变异株叠加流行的特点。
如何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是社
会关注焦点。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
锋日前指出，要抓住聚集性疫
情处置早期关键“窗口期”，坚
决果断采取各项防控措施，尽
快实现“社会面清零”。

截至3月1日，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313559.8万剂次。国家卫健
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表示，
疫苗接种仍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手段。

“精准”成为疫情防控关键
词。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
席专家吴尊友认为，在坚持“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总方针的前提下，
各地更要精准防控、精准救治、
精准保障。

下一步，如何进一步加强
监测预警、提高筛查效率、精准
防控，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和区域均衡布局，推动医疗救
治资源和公共卫生体系更有弹
性和韧性，均有待代表委员提
出真知灼见。

看点五：
地方组织法怎么修？

今年全国人代会的一项重
要议程，是审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
草案）》。

地方组织法是关于地方人
大、地方政府的组织和工作制
度的基本法律，于1979年通
过，历经五次修改。2021年，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决定，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组织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
事规则。修改地方组织法是继
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之后，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又一重要举措。

修正草案的一大亮点，是
回应了当前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面临
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善
了相关组织和工作制度。比
如，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职权予以细化，进一步规范省、
设区的市两级人大专门委员会
的设置和名称，明确建设法治
政府、服务型政府、廉洁政府等
基本原则，适应监察体制改革
需要增加相关内容等。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工
作中还存在着基层人大和基层
政府的职权较为单一、基层人
大常委会的作用不清晰等问
题，需要法律予以规范明确。”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部委员孙宪忠表示。
此外，地方组织法修正草

案还增加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坚持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有关规定。

看点六：
外部环境如何应对？

全球疫情创伤尚未治愈，
国际经济亟待复苏，气候变化
挑战严峻，然而保护主义、单边
主义逆流横行，乌克兰局势复
杂多变，世界形势激烈动荡。
中国如何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
关系、坚持对外开放、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备受瞩目。

2022年，中国将继续在全
球治理的多边议程中扮演重要
角色，包括主办金砖国家领导
人会晤，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二
十国集团以及上合组织等相关
会议。分析人士指出，今年中
国外交将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
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的方向发展，为国内经济发
展营造良好、安全、稳定的外部
环境。

今年还是中国同多个国家
建交的“逢十”周年，是中国深
入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的重要节
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阮宗泽表示，以元首外
交为引领，中国将推进大国协
调和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
系，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
结合作，不断扩大“朋友圈”，同
世界各国合作共赢。

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在中国等10国正
式生效，标志着全球人口最多、
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
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落地。阮宗
泽表示，积极服务国内开放发
展，将是今年中国外交工作的
重点之一。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实施好《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推进中日韩自
贸谈判，推动实现更深层次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将成为代
表委员讨论的话题。

此外，如何加强国际抗疫
合作、共筑全球免疫防线，也需
要代表委员群策群力。

据新华社电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今日下午3时开幕
会期6天 3月10日上午闭幕

本报综合消息 3月3日，全
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举行首场
新闻发布会，大会新闻发言人郭
卫民向中外媒体介绍本次大会有
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郭卫民介绍，全国政协十三
届五次会议将于3月4日下午3时
在人民大会堂开幕，3月10日上
午闭幕，会期6天。

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
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
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听取
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
报告；审议通过全国政协十三届
五次会议政治决议等决议和报
告。本次大会期间，将安排开幕
会、闭幕会以及两次大会发言，安

排5次小组会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对开

幕会汪洋作全国政协常委会工
作报告进行现场直播；新华网将
对开幕会作现场图文直播。

另据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4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将举行预备会议，选举大会主
席团和秘书长，表决大会议程草

案。预备会议后，大会主席团举
行第一次会议。12时，十三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将举行新闻发
布会，由大会发言人就大会议程
和人大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
记者提问。为有效防控疫情，共
同维护公共卫生与健康，新闻发
布会将采用网络视频形式进行。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进行现

场直播，中国网进行现场图文
直播。

2022年全国“两会”看点前瞻：

新征程传递哪些发展新信号？

扫 描
“鲁中晨报”
APP二维码
查看更多专
题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