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两会
A022024年3月9日 星期六 责编/高凯 董富勇 审读/刘云祥 美编/曹优静

聚焦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8日上午在
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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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李希、韩正等出席会议。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赵乐际委员
长向大会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赵乐
际在报告中指出，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准确
把握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人大的使命任务，
主动适应发展大势和时代要求，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守人大工作的大方向、大原则、大道理，稳
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赵乐际在报告中指出，一年来，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
国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
会议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
予的职责，推动人大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
效，实现良好开局。一是弘扬宪法精神、履
行宪法使命，提高宪法实施和监督水平。
健全保证宪法实施的法律制度，制定爱国
主义教育法，两次审议国务院组织法修订
草案，并决定提请本次大会审议。二是抓
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
威。一年来，共审议法律案34件，通过其
中21件，包括制定法律6件、修改法律8
件、作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
7件。三是用好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监督

权，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共听
取审议“一府两院”22个报告，检查5件法
律实施情况，组织开展2次专题询问、7项
专题调研，作出2项决议。依法依规办理
群众来信来访157212件次。四是加强人
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支持和保障代表更
好依法履职。以设立代表工作委员会为契
机，以加强常委会同代表联系、代表同人民
群众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
五是服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积极开展人
大对外交往。六是按照“四个机关”的定位
和要求，全面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

在报告中，赵乐际指出，我们清醒地认
识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将虚
心听取代表和各方面意见建议，自觉接受
人民监督，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

在报告中，赵乐际指出，2024年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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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认
真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立法权、监督权、决
定权、任免权，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
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法治保障。

赵乐际在报告中对今后一年的任务进
行部署：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扎实有效做好监督
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拓展深化人
大对外交往；提升常委会自身建设水平。
要精心组织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周年活动，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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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坚持能动
司法，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推动审判工作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最高
人民法院收案21081件，结案17855件，同
比分别增长54.6%、29.5%。全国各级法院
收案4557.4万件，结案4526.8万件，同比
分别增长15.6%、13.4%。

在报告中，张军从五个方面回顾了
2023年工作：一是做实为大局服务，以能
动司法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二
是做实为人民司法，以能动司法保障和增
进民生福祉；三是做实抓前端、治未病，以
能动司法促推国家和社会治理；四是抓实
审判管理和队伍建设，以能动履职保障司
法公正；五是自觉接受监督，以能动履职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张军在报告中表示，2024年，人民法
院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努力以审
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能动司法，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履职
尽责；狠抓提质增效，加快推进审判工作现
代化；完善监督体系，着力锻造堪当重任的
法院铁军。坚定信心、开拓奋进，求真务实、
担当作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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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检察院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律
监督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各项检

察工作取得新进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
各类案件425.3万件，同比上升28.9%。

在报告中，应勇对2023年工作进行回
顾：一、为大局服务，充分履行检察职能维
护稳定促进发展；二、为人民司法，在检察
履职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三、为法治担当，
以检察监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四、接受人
民监督，确保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五、强
化自身建设，锻造新时代检察铁军。

应勇在报告中指出，2024年，全国检
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从政治上着眼，从
法治上着力，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检察实践，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
中国式现代化。要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
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
定、人民安宁，依法服务高质量发展这个新
时代的硬道理，高质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做实人民群众能体验得实惠的检察为民，
持之以恒提升法律监督能力，奋力开创人
民检察事业新局面。

会议应出席代表2956人，出席2877
人，缺席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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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李鸿忠主持。

3月8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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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执行主席于伟国、王宁、王晓晖、
王蒙徽、巴音朝鲁、冯飞、刘艺良、孙绍骋、
杜家毫、李秀领、杨晓超、张又侠、陈刚、林
武、易炼红、周祖翼、赵一德、祖木热提·吾
布力、倪岳峰、黄莉新、黄楚平、景俊海、雒
树刚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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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还在为科幻片中充满未来感的
“硬核”科技惊叹时，“未来”已悄然走来。

5日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制定未来
产业发展规划，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
新赛道，创建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

相较于耳熟能详的“新三样”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虽然听起来陌生，但作
为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先导力量，它是用

“明天”的技术锻造“后天”的产业。
抚今追昔，过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

是当时的“未来产业”。
曾经，服装、家具、家电等“老三样”走

俏海外；如今，代表高科技、高附加值、绿色
经济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超万亿元，增长
近30%。曾经，我国传统燃油车产业探索

“以市场换技术”；如今，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

自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
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来，十多
年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从“十三五”初期的8%左右，提高到

“十四五”中期超过13%。
以“新三样”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弯道超车”，是因为把握住了当时的“未来”。
发展未来产业，就是为继续竞逐“未来”。

何谓未来产业？是类脑智能、量子信
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等“酷炫”名词
背后的“未来”。

也是科幻电影场景的“似曾相识”：人
形机器人化身“打工人”，进得了工厂捡零
件，也下得厨房烹饪“满汉全席”；瘫痪十多
年的患者通过无线微创脑机接口实现意念
控制手套外骨骼持握……

关键核心技术的变革推动产业变革。
代表委员们认为，纵观历次工业革命历程，

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
代”，只有紧抓科技机遇，才有机会引领产
业发展。

当前，全球未来产业正在加速形成。
——追求“先”，各国你追我赶，积极孕

育孵化代表新兴科技方向、引领产业升级
发展的未来产业。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是重塑国际竞争
新优势的必答题，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
中之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
潘复生说，超前谋划、布局未来产业能帮助
我们下好先手棋，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引
领未来发展。

——突出“新”，前沿科技有了创新突
破，未来产业才会点燃发展引擎。

“原创性、颠覆性是未来产业最大的特
点之一，布局未来技术，是布局未来产业的
前提和基础。技术要探索一代、研发一代、

生产一代、储备一代。”潘复生说。
如果未来产业是“金种子”，那基础研

究和原始创新就是加速这些“金种子”萌发
的关键。“智能化发展对半导体材料、器件
等提出更高要求，我们正在对半导体热电
制冷技术进一步开发验证，加快向前沿技
术挺进。”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金属
研究所研究员孙东明说。

——主打“实”，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形成新产业，才能真正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

“新松针对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科技攻
关，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
三级跳，拓展机器人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全
国人大代表、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张进说，下一步，将进一步探索
人形机器人技术在应用场景等方面的构建。

未来并不遥远，我们奋力争先！
据新华社

从“新三样”到“未来产业”，我们如何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