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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8日下
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听取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
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会议。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栗战书委
员长向大会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
作。栗战书在报告中指出，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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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履职尽责、积极作为，
为推动重大工作部署、应对重大风险挑
战、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法律保障，有效
发挥了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

栗战书在报告中指出，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以来，常委会制定法律9件，修
改法律13件，作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
问题的决定8件，正在审议的法律案23
件；听取审议35个报告，检查1个决定和
6部法律实施情况，进行专题询问2次，开
展专题调研6项，作出决议1项；决定批
准或加入条约7项；审议通过39个任免
案，依法任免国家工作人员259人次。

在报告中，栗战书指出，常委会工
作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紧跟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紧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对法
治建设的呼声期盼，紧扣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法律需求实
际，加强立法和法律监督，努力使各项
工作更好围绕中心和大局、更好服务国
家和人民。一是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修改国旗法、国徽
法，审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法。二是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顺应人民期盼，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
强公共卫生立法修法，加快国家安全立

法，围绕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
开放立法。三是坚持寓支持于监督之
中，依法开展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推
动宪法法律全面有效实施，确保行政
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依法行使。
四是坚持代表主体地位，支持和服务代
表依法履职。认真落实关于加强和改
进全国人大代表工作“35条具体措施”，
不断提高代表工作水平。五是服务国
家外交大局，发挥人大外事工作的职能
作用。六是加强履职能力建设，不断提
升常委会自身建设水平。

栗战书在报告中指出，常委会工作
还有一些差距和不足，将虚心听取代表
和各方面意见建议，不断加强和改进工
作，更好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在报告中，栗战书指出，2021年是
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常委会工
作的总体要求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紧紧围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谋划人大工作，依法行使立
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发挥好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
职能作用。

栗战书在报告中对常委会今后一
年的主要任务进行部署：切实加强宪法
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切
实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

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切实
加强监督工作，确保国家机关依法履行
职责；切实加强代表工作，更好发挥代
表作用；切实加强人大外事工作，深化
和拓展各层级各领域交流合作；切实加
强自身建设，夯实履职的思想政治组织
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20年，最高
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履行宪法
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服务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取得
新成效。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9347
件，审结35773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和专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080.5万件，
审结、执结2870.5万件。

在报告中，周强从七个方面总结
2020年主要工作：一是坚决维护国家
安全和社会稳定；二是积极服务高质量
发展；三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四是全面构建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
讼服务机制；五是着力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六是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法院
队伍；七是自觉接受监督。

周强在报告中表示，2021年和今
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要紧扣推动高质
量发展主题，准确把握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要求，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
基导向，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推动
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要
加强政治建设，积极服务大局，坚持司
法为民，严格公正司法，深化司法改革，
建设过硬队伍。要求真务实、开拓创
新，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一
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
监督下，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应对各类
风险挑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严重冲击影响，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案件
301万件，同比下降19.4%，其中主动履
职的公益诉讼、诉讼监督案件同比分别
上升19.2%和9.6%。

在报告中，张军从五个方面对
2020年工作进行回顾：一是积极参与
国家治理，以检察保障助推中国之治；
二是主动融入发展大局，以检察服务助
力全面小康；三是全面推进“四大检
察”，以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四是紧
扣民心这个最大政治，以检察为民增进
民生福祉；五是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
以检察建设确保依法履职。

张军在报告中指出，2021年，检察
人要更加自觉担当作为，肩负起新的历
史使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要持续稳进，切实增强服务高质量发展
的政治自觉；狠抓落实，切实增强融入
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自觉；努力提升，
切实增强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检察
自觉。为保障人民幸福、国家安全、社
会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应出席代表2953人，出席2895
人，缺席58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
主席王晨主持。

当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会
议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向各位女代
表、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各
界妇女，向世界各国妇女，致以节日的
祝贺和美好的祝福。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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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正在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
这个春天，一张新征程的蓝图正在徐徐
展开，一个事关更加美好生活的约定正
渐行渐近。在3月8日国新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
人就纲要草案进行了详细解读。

首次设立安全发展专篇

记者了解到，纲要草案共19篇、65
章、192节，约7.4万字。国家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胡祖才说，纲要草案重点体现
了“四个突出”：

第一，突出体现“三个新”的核心要
义，体现了对“三个新”要求的整体把
握、系统贯彻和一体落实。

第二，突出做好“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有机衔接，设置经济发展、创新
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5
大类20个主要指标。

第三，突出统筹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
大事的要求，首次设立安全发展专篇，对加
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保障粮食、
能源资源和金融安全等作出具体安排。

第四，突出强化重大战略任务落实
的项目支撑，围绕国家所需和人民所
盼，共设置20个专栏，提出102项重大
工程项目。

多项指标系“首次”或“历次最高”

记者了解到，纲要草案里有多项重
要指标系“首次”或“历次最高”，这又意
味着什么呢？

——不设GDP具体量化目标。胡
祖才介绍，纲要草案将GDP作为主要
指标予以保留，同时将指标值设定为年
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
提出”，这种表述方式在五年规划史上
还是首次，实际上是以定性表述为主，
隐含定量表述。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
投入比重，系首次设置指标。对此，胡祖
才介绍，这一比重2020年是6.16%，和
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纲要草案提
出，“十四五”期间，这一比重到2025年
要达到8%以上。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
导向，即更加重视基础研究。

——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为历次五

年规划中最高。五年规划既是“国事”，
也是“家事”。胡祖才介绍，纲要草案在
主要指标设置上，民生福祉类指标数量
最多。20个主要指标中有7个是民生福
祉类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是历次五年
规划中最高的，覆盖了就业、收入、教育、
医疗、养老、托育等各民生领域。

推动稳定就业居住的
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落户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是很多
人关心的话题。据了解，我国目前仍有
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在城市落户，
部分已经落户的还存在市民化质量不
高的问题，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仍
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

胡祖才表示，“十四五”时期继续降低
落户门槛，实现“愿落尽落”。放开放宽除
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
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推动稳定就业
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落户。

从四方面理解“共同富裕”

纲要草案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迈出坚实步伐”的目标和“更加积极有
为地促进共同富裕”的要求。那么，该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对此，胡祖才表
示，至少要从四方面来进行整体把握：

第一，共同富裕是“全民共富”，不
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的富裕，是全
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享发
展成果，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第二，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既
包括物质上的富裕，也包括精神上的富
裕，还包括环境的宜居宜业，社会的和
谐和睦，公共服务的普及普惠。总之，
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第三，共同富裕是“共建共富”，实
现共同富裕需要全体人民辛勤劳动和
相互帮助，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
有，共建美好家园，共享美好生活。

第四，共同富裕是“逐步共富”，促
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
的任务，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既要
遵循规律、积极有为，又不能脱离实际，
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在实现现代化
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一个春天里的约定，一张新征程的蓝图
——权威解读“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