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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 梁晓辉
今年全国两会，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三到团组，与代表
委员共商国是，重点谈到几个

“新”。
一“新”——新质生产力。
3月 5日，习近平参加江

苏代表团审议，强调“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去年9月，习近平考察黑
龙江，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
概念；当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对“发展新质生产
力”作出部署；在今年中共中
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时，习
近平对这一概念进行系统阐
释。

今次全国两会，新质生产
力成为热度最高的政经关键
词。

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被列为今年中
国政府工作十大任务之首；两
会记者会、开放团组活动、“部
长通道”上，多位部委“一把
手”、地方大员，从各个侧面对
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解读；审
议讨论中，代表委员结合各自
实际畅谈对新质生产力的理
解。

外界认为，读懂新质生
产力，就把握住了中国今年
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发展的

“关窍”。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

江苏团还强调，发展新质生产
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
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
不要搞一种模式。

毫无疑问，在实现“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
年，新质生产力将成为观察中
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索引。

二“新”——新兴领域战

略能力。
3月 7日，习近平在出席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
体会议时，对全面提升新兴领
域战略能力进行布局。

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是国
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重要组成
部分，关系中国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军事
斗争主动。

十八大以来，中国就统筹

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
作战力量发展作出一系列部
署。这次，习近平进一步明确
了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有
关战略和规划，包括提升经略
海洋能力、航天体系建设、维
护国家网络安全能力等。

“毋庸置疑，在新兴领域
战略能力建设上还存在着各
自为战、条块分割、重复建设
的现象”，解放军报评论指出，

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迫切
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深化
改革，统合资源力量。

习近平特别提出，把握新
兴领域发展特点规律，推动新
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
融合、双向拉动。

当前新兴领域改革必须
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一个重点突出出来，观察认
为，中国已进入推进新兴领域
战略能力建设的关键时期。

三“新”——科技创新。
新质生产力、新兴领域战

略能力，都指向一个共同的内
在要求——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
球的杠杆，总能创造令人意想
不到的奇迹。”习近平曾这样
比喻。

今年在江苏团，习近平强
调，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
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3月 6日，在参加政协联

组会时，习近平面向科技界等
委员再次提出要求，担当起科
技创新的重任，加强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
心技术攻坚战。

而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代表团，习近平又一次强调，
新兴领域发展从根本上说源
于科技的创新和应用。要增
强创新自信，大力推进自主创
新、原始创新。

对当下中国而言，如何以
“先手棋”赢得主动权，如何开
辟新领域新赛道，根本要靠科
技创新。贯穿新质生产力和
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的底层逻
辑，也依然是科技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已绘，
中国向“新”而行、撬动新发
展，科技创新依然是制胜未来
的“关键变量”。

【本报记者张善萍北京
两会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 3 月 11 日下午 3
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闭幕会。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

席闭幕会。会议表决通过
了多项决议。表决的全部
过程对所有境内外媒体开
放。

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府
工作报告等决议：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

决议
新修订的国务院组织

法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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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计划的决议

关于 2023 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4 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

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

数百名境内外记者拍摄全过程数百名境内外记者拍摄全过程。。本报记者张善萍摄本报记者张善萍摄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
李强等领导人出席闭幕会议李强等领导人出席闭幕会议。。 本报记者张善萍摄本报记者张善萍摄

国务院侨办陈百艺和中新社李梓全程指导采访国务院侨办陈百艺和中新社李梓全程指导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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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会八个高频词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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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 张素
2024年中国全国两会11

日完成各项议程落下帷幕。
八个高频词，向外界传递中国
政经动向。

新质生产力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新质

生产力位于今年十大工作任
务首位。代表委员高度关注
如何加快发展形成新质生产
力。

明确主攻方向、把握实践
要求、打通堵点卡点……会场

“新”声音不断涌现。南方科
技大学副校长金李委员说，要
加快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
大发展的体制机制。中国社
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
长张翼代表说，要以举国体制
推动“卡脖子”技术突破，使更
多领域从跟跑转为并跑、领
跑。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中国面对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不断释放创新动能的信号。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代表说，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
术将从根本上重塑产业全球
竞争力，要瞄准通用人工智能
短板制定规划。奇安信集团
董事长齐向东委员说，要让算
力落地，让技术进步更好惠及
百姓。

超长期特别国债
中国拟从今年开始连续

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
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
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相
关部门正抓紧制定形成具体
行动方案。

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有
助于提振信心。辽宁省财政
厅厅长姜小林代表说，从去年
增发1万亿元（人民币，下同）
国债到今年拟发超长期特别
国债，体现政策的连续性稳定
性，将更好拉动内需，促进经
济循环。

民营经济
一系列政策落地见效，持

续激发民营经济活力。齐向
东调研发现，民营经济发展趋
势总体向好，但有一些民营企
业在调整结构、转型升级、技
术创新等方面遇到难题。

多位经济部门“一把手”两
会期间表态加大民企政策支持
力度，提出将“最大力度鼓励和
支持民营企业参加国家重大工
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健全金

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政策
体系和长效机制”等。中国已
启动民营经济促进法起草，将
利好民营经济。

高水平对外开放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

今年的一项重点。两会期间，
中方宣布将对瑞士等6国试
行免签政策，增进人员往来，
密切中外合作。

从办好进博会等重大展
会，到加大吸引外资力度；从推
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
走实，到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
济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举措对推进国际经济合作、
促进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公平正义
反映司法机关维护公平

正义的履职担当，“两高”报告

均提到正当防卫制度适用进
展，用数据和案例阐明“法不
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人们期待更全面更高层
次的公平正义，全面依法治国
向纵深推进也有了相应部
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说，今后一年立法计划包括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制定社会
救助法等。

文旅热
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

旅游出游4.74亿人次，国内游
客出游总花费逾6300亿元。
三亚的浪花、泉州的簪花、上
海的“繁花”、“尔滨”的雪花
……面对文旅热，代表委员也
就文旅产业如何避免“昙花一
现”开展审议讨论。

哈尔滨市市长张起翔代

表说，要推动旅游全季繁荣。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委
员说，要健全交通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完善市场主体培育
和商业环境。

融合发展
经过多年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车畅人兴财旺”。各界
期待大湾区融合提速，代表委
员积极发声。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
慧琼代表建议，推出大湾区城
市间“一签多行”“一周多行”
旅游签。全国青联副主席罗
奕龙委员看好大湾区教育、医
疗等融合潜力。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从偏
重经济往来逐渐向社会、文化
等各领域深化。北京大学台
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代表说，
大陆方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的顶层制度设计已较为完备，
下一步关键在细化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