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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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4日
中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王
超就会议议程和人大有关工作回答
了中外记者提问。

王超介绍，本次大会5日上午开
幕，13日上午闭幕，会期8天半。

大会议程共有9项，包括审议政
府工作报告等6个报告，审议《中华
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草案）》的议
案，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选举
和决定任命国家机构组成人员。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
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
法，法律规范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
成就。

王超介绍，这些成就包括：通过
宪法修正案，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制定法律47件，修改法律111件次，
作出法律解释1件，通过有关法律问
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52件；编纂完
成民法典，重要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
取得突破；统筹运用制定、修改、废
止、解释、编纂、决定等丰富多样的立
法形式；不断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
的渠道，立法生动体现全过程人民民
主要求。

王超透露，今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围绕8个方面初步安排了35件继
续审议和初次审议的法律案。这8
个方面包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进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保障和改善民
生、推动绿色发展、完善社会治理体
系、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等。

“目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启动，正在向
各方面广泛征集立法项目，将突出重
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完
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高质量法治保障。”王超说。

一些国家出于私利，频频以不符
合国际法的方式滥用国内法的域外
适用，对外国实体和个人进行肆意打
压，这种霸凌行径被国际社会普遍批
评为“长臂管辖”。

“中国一向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王超介绍，针对那些对华无理打压遏
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中国
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
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
适用办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
予以反制。

王超说，对外关系法作为涉外领
域的基础性法律，有必要对反制和限
制措施作出原则性规定。中国的核
心利益不容损害，主权和领土完整不
容侵犯。

“对于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的行为，侵犯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的行为，我们在法律中作出相关规
定，予以坚决反制，是正当和必要
的。”王超说。

2013年，习近平主席着眼人类
前途命运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提
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在各方
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
扩大，累计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

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
王超表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

持续深化拓展，为各国发展经济、增
加就业、改善民生作出了积极贡献，
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和国际合作平台。

开展“一带一路”合作，中国从不
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从不谋取任何政
治私利。王超说，根据世界银行等国
际组织统计，中国不是非洲债务的最
大债权方，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
人在非洲所持债权占到了非洲整体
外债近四分之三，他们才真正在非洲
债务中占据大头。

王超介绍，中国始终致力于帮助
非洲减缓债务压力，积极参与二十国
集团缓债倡议和个案债务处理，是二
十国集团成员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大
的国家。

“在‘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这
个重要历史时点上，我们愿与共建

‘一带一路’伙伴一道，回顾成就、总
结经验、规划未来，继续推动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多新发展。”
王超说。

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
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欧洲理
事会主席米歇尔等欧洲领导人频密
互动，达成重要共识。

“双方一致同意推动中欧关系健
康稳定发展，反对‘新冷战’和阵营对
抗，反对经济‘脱钩’，都主张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致力于维
护国际经贸规则和秩序，践行多边主
义。”王超说。

中欧历史文化、发展水平、意识
形态存在差异，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看
法不同很正常，应该以建设性态度保
持沟通协商。王超表示，中欧之间没
有根本战略分歧和冲突，有的是广泛
共同利益和长期积累的合作基础。

王超说，近年来，一些人渲染中
欧是“制度性对手”，鼓噪“中国挑战”

“中国威胁”，从根本上讲，是出于冷
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是为其自身
私利服务的，这不符合中欧根本和长
远利益，也有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期
待和历史潮流。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在京开幕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今日上午开幕，会期8天半
新闻发布会回应了这些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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