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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3月5日（星期二）

评时 两会是中国人奋进春天的发令枪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4日下午3时开幕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会期7天 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在京开幕

国民党副主席盼尽快
还原渔船事件真相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
不举行总理记者会

新华社北京电 全国政协
十四届二次会议于3月4日下
午3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
幕。

开幕会上，与会全国政协
委员将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
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

程，听取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
十四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
作情况的报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对
开幕会王沪宁作全国政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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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
大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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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届全国人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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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4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中新社北京3月4日电十
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于3
月5日上午开幕，11日下午闭
幕，会期7天。大会的各项准
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3月4日，十四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
会。大会发言人娄勤俭说，大
会预备会议通过了大会议
程。十四届全国人大实有代
表2956名，目前已有2897名
代表向大会报到。大会的各

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娄勤俭介绍说，这次大会

将于3月5日上午开幕，11日
下午闭幕，会期7天，共安排
三次全体会议。

大会议程共有七项：第一
项，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第二项，审查2023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4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第三项，审查 2023 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的报告、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草案；

第四项，审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
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第五项，审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第六项，审议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
第七项，审议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
娄勤俭介绍说，会议期间

将举行三场记者会，请国务院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分别就外
交、经济、民生等主题回答记者
的提问。每次全体会议前将安
排“代表通道”，全体会议后将
安排“部长通道”。会议采访以
现场方式为主，综合采用视频、
书面等多种方式进行。

中新社北京 3 月 4 日
电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大会发言人娄勤俭 4 日
在北京表示，今年十四届
全 国 人 大 二 次 会 议 闭 幕
后 ，不 举 行 总 理 记 者 会 。
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
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
理记者会。

当 日 ，十 四 届 全 国 人
大二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
会。谈及今年全国人代会
闭幕后是否邀请国务院总
理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
记 者 提 问 ，娄 勤 俭 说 ，去

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闭幕后，大会发言人
邀请新一届国务院总理李
强同志出席了记者会。李
强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
问时，围绕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就媒体和社会
普遍关心的经济社会发展
重点问题以及政府自身建
设作了深入阐述，也明确
整个任期的工作思路。

娄 勤 俭 表 示 ，5 日 ，十
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就
要开幕了，李强总理将作

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受国务院
委托将向大会书面提交计
划报告和预算报告。应该
说，社会的主要关切在上
述三个报告中都有具体的
回应。这三个报告经大会
通过后，将向社会公布，媒
体和公众都能很方便地了
解相关内容。

娄 勤 俭 进 一 步 介 绍
称，大会新闻中心将增加
部长记者会和“部长通道”
的场次和出席人数，邀请
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就外交、经济、民生等主
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权
威解读有关政策措施，对
社会关注问题作深入解读
和说明。此外，还将举行
代表团“开放团组”活动，
办好“代表通道”等，为中
外记者提供更多的采访机
会。

娄勤俭说，统筹考虑以
上安排，今年十四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闭幕后，不举行
总理记者会。如无特殊情
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
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 议 和 全 国 政 协 十 四 届
二 次 会 议 ，分 别 于 3 月 5
日 和 3 月 4 日 在 北 京 开
幕 。 2024 年 是 一 个 闪 耀
着 多 重 纪 念 光 环 的 非 凡
年份，它既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的喜庆时刻，也是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及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各
自 迈 入 成 立 70 周 年 和 75
周 年 的 重 要 节 点 。 再 加
上 今 年 是 新 一 届 政 府 首
次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政
府 工 作 报 告》，并 在 全 球
媒 体 聚 光 灯 下 全 方 位 亮
相，因此今年的全国两会
格外受到社会各界瞩目。

两会的群策群力与集
思广益，是中国人民团结
奋斗精神的一种体现，也
是 全 过 程 人 民 民 主 的 广
泛性、真实性和有效性最

生 动 的 写 照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们 在 去 年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共 提 出 议 案 271 件 、
建 议 8314 件 ；至 2023 年
底，代表议案已由 9 个专
门委员会审议完毕，代表
建议已由 204 家承办单位
办 理 完 毕 并 答 复 代 表 。
过去一年，全国政协也组
织 召 开 协 商 议 政 活 动 共
94 场 次 ；至 2023 年 底 ，共
收 到 中 央 和 国 家 机 关 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对 139 项
议政建言成果的 350 人次
批示、各部门各地区对 59
项 议 政 建 言 成 果 的 68 个
反 馈 报 告 。 这 些 数 字 有
力 诠 释 了 中 国 民 主 政 治
与 时 俱 进 的 生 命 力 和 强
大执行力。

而在今年这个特殊的
年份，全国两会不单是对
过去成绩的盘点与检验，

更 是 对 民 生 福 祉 和 国 家
发 展 未 来 航 向 的 高 度 聚
焦与务实擘画。在今年 2
月 媒 体 有 关 全 国 两 会 的
调查中，“依法治国”“就
业 ”“ 乡 村 振 兴 ”“ 医 疗 ”

“高质量发展”“养老”“教
育强国”“社区治理”“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最 受 网 友 关
注，入选十大热词。会还
没开，代表委员们提出的
相 关 意 见 建 议 就 在 互 联
网 上 引 发 热 烈 关 注 与 讨
论 。 正 所 谓“ 民 之 所 盼 ，
政 之 所 向 ”，本 届 两 会 的
重 点 议 题 必 将 深 深 烙 上
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
的印记。

我 们 注 意 到 ，今 年 两
会前夕，外界的目光尤其
聚焦在高质量发展、新质
生产力、经济增长目标等

关键词上，这很大程度上
因为它们勾勒出的是中国
未 来 的 轮 廓 。 有 外 媒 评
论 ，“ 中 国 现 在 的 目 标 是
要通过高质量发展让人民
群众生活更美好”。高质
量发展是个硬核命题，它
代表着对经济结构优化升
级的迫切追求，包括科技
创 新 、产 业 链 高 端 化 、绿
色发展等多元维度的深度
融合。而两会正是展示中
国如何构想激活、培养这
种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最 佳 窗
口。如何通过两会这一制
度 安 排 将 党 中 央 对 2024
年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
署落实下去，将在很大程
度上塑造中国下一阶段的
发展面貌，甚至助推全球
经济复苏进程。

两会是中国全过程人
民 民 主 的 集 中 体 现 和 生

动实践，这句话落到历史
当 中 ，既 显 宏 大 又 现 精
微。来自五湖四海、各行
各业的代表委员，齐聚全
国 两 会 这 个“ 国 家 会 议
室 ”，各 抒 己 见 、畅 所 欲
言，将党和政府的决策与
亿 万 老 百 姓 的 所 需 所 盼
连接到一起，这其中要经
过 多 少 高 度 组 织 化 的 周
密安排，又需要有怎样的
政 治 责 任 感 和 执 行 力 来
支 撑 ，我 们 仔 细 去 想 一
想 ，都 不 由 得 感 到 震 撼 。
在数十年的变迁中，两会
不 断 根 据 时 代 发 展 和 实
际需要调整变化，而代表
委员们为民履职、共商国
是 的 初 心 则 始 终 不 变 。
这 当 中 体 现 出 来 的 制 度
活力和生命力，放到人类
政 治 制 度 史 当 中 也 是 现
象级的，是创造性的。

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 ，春
天是传统中国人开始一年
辛勤劳作的发令枪。在当
代中国，两会也是全国上
下 开 始 一 年 奋 进 的 发 令
枪。就像秋天的丰收不会
自动到来一样，中国式现
代 化 也 不 会 从 天 上 掉 下
来。我们各方面发展的步
伐稳中有进，同时大家也
看到，当前我国面临外部
环 境 的 复 杂 性 、严 峻 性 、
不确定性上升，进一步推
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
不少困难和挑战。进一步
凝心聚力，把全社会的注
意力集中到推进中国式现
代 化 这 一“ 最 大 的 政 治 ”
上来，激发出最大程度的
主动性，就是两会在今年
这个特殊时间节点上所承
担的历史使命。

来源：环球时报

香港特区政府：强烈谴责逃犯许智峯
恫吓特区司法人员和政府人员

新华社香港 3 月 4 日
电 香 港 特 区 政 府 4 日 强
烈谴责逃犯许智峯公然要
求外国对特区法官及司法
人 员 、检 控 官 、执 法 人 员
和其他公务人员实施所谓

“制裁”，并呼吁公众对有
关 人 员 进 行“ 起 底 ”。 许
智峯的行为不仅可能妨碍
司法公正，也可能构成企
图干犯香港国安法第二十
九条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
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特 区 政 府 发 言 人 表
示，许智峯企图勾结外国
或境外势力，公然叫嚣向

履职尽责的特区人员作出
所 谓“ 制 裁 ”和 进 行“ 起
底”，妄图恫吓有关人员，
干预特区司法程序，阻挠
特区政府依法履行职能，
破坏特区法治，其拙劣政
治戏码和卑劣用心昭然若
揭，特区政府予以强烈谴
责。

发 言 人 说 ，许 智 峯 的
言行恰好印证了香港基本
法第 23 条立法建议中，有
关考虑制定措施保障处理
涉及国家安全案件或工作
的人员及其家人免受“起
底 ”或 被 骚 扰 的 必 要 性 ，

以让有关人员在无后顾之
忧的情况下处理维护国家
安全的工作，从而巩固和
强化维护国家安全的执法
力量。

发 言 人 指 出 ，许 智 峯
涉嫌干犯多宗罪行，但他
不仅没有意愿就其涉嫌违
反法纪的所作所为面对执
法和司法程序，反而通过
欺骗法庭以获准离港，诚
信彻底破产，在窜逃外地
后更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
全的行为和活动，令人发
指。

发 言 人 强 调 ，许 智 峯

目前正因涉嫌违反香港国
安 法 中 的 煽 动 分 裂 国 家
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被特区
警方悬红通缉。他不要妄
想潜逃离港就可以逃避刑
责，特区政府对于犯罪行
为 绝 不 姑 息 ，定 必 坚 守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
原则追究到底，采取一切
可行方法缉捕潜逃海外危
害国家安全的人。任何资
助许智峯继续潜逃海外进
行 危 害 国 家 安 全 活 动 的
人，也需要面对刑责。

香港中通社3月4日电
台北消息：中国国民党副主
席夏立言4日凌晨自大陆返
台，他表示，对于大陆渔船翻
覆事件，希望尽快还原事实
真相，盼两岸和平，勿让敌意
螺旋上升。

夏立言26日启程访陆，
并与当地台商、台胞举行座
谈，聆听意见。2月29日，中
国国台办主任宋涛在上海会
见夏立言，夏立言代表国民
党对遇难渔民家属表达慰
问，并表示将推动尽快查明
真相，妥善处理善后。访问
团3日结束行程，搭乘航班
自杭州返台，但受桃园机场
跑道维修影响，原定晚上 9
时30分抵达，却延误至4日
凌晨。

夏立言返台后受访表
示，此行很早就安排好，就是
到大陆与当地台商、台胞举
行座谈，聆听交流。

对于大陆渔船翻覆事
件，夏立言指出，希望尽快还
原事实真相，知道事实之后
才能做出正确的下一步判
断，“该道歉、该处分、该起
诉、该怎么做”。他也说，

“人死为大”，希望两岸和平，
不要再让敌意螺旋上升。

夏立言表示，大陆有154
个台商协会，目前为止只去
过 40 个，未来可能还会再
去。

两岸之间需要有对话沟
通的管道，以免双方因为没
有互信，可能就让一件小事
变成大事。

地下“冲刺”成功 中国在大漠腹地
打出首口万米深井

新华社乌鲁木齐3月4日
电“9999.98,9999.99……”4 日
14 时 48 分，随着一枚金刚石
钻头持续刺破地下岩层，中国
石油塔里木油田前方指挥部
电子屏幕上的数字瞬间跃至

“10000.00”，中国首口万米深
地科探井正式穿越万米大
关。这标志着继深空、深海探
索大自然的壮举之后，中国在
深地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记者在地处新疆塔克拉
玛干沙漠腹地的钻探现场看
到，约 20 层楼高的井架矗立
于茫茫沙海中，机械装备轰鸣
不停，身着红装的石油工人忙
碌有序。当“冲刺”万米成功
的数据呈现出来，井场上响起
热烈掌声，寒风和沙尘肆虐，
大家脸上却洋溢着喜悦之情。

“垂直井深突破地下万
米，在我们国家尚属首次！”
塔里木油田企业首席专家王
春生说，数十年来石油人在
塔里木盆地钻探，如今达到
前所未有的深度，“我们正在
做的，不仅是为国家找油找
气，也是探索地球未知领域、
拓展人类认识边界的一次大
胆尝试。”

这口井被命名为“深地塔

科 1 井”，设计深度 11100 米。
自2023年5月30日开钻以来，
数百名石油工人、科技工作者
坚守沙海腹地，连续奋战270
多天，历经高温、严寒、风沙和
复杂地质情况的持续挑战。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金
声看来，深地钻探难度堪比

“探月工程”。经过持续数月
掘进，钻头抵近地下万米地层
时，设备承受高温超过200℃、
高压超过130兆帕，“超万米后
控制难度极大，就像一辆大卡
车在两条细钢丝绳上行驶。”

近年来，中国不断向地球
深部进军，多次刷新深地开
发纪录，为实施万米深井工
程提供了充分的基础条件、
技术储备和经验积累，也为
不断刷新“中国深度”奠定了
坚实基础。

中国科学院院士贾承造
表示：“深地塔科 1 井钻破万
米后成为世界陆上第二、亚
洲第一垂深井，在深地科学
研究和超深层油气勘探领域
具有里程碑意义。”

万米“冲刺”成功后，深
地塔科 1 井肩负科学探索和
预探发现两大使命，仍在向
着目标深度全速钻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