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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2021年全国两会即将开幕。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
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处于重要历史交汇点上的中国，
将如何擘画新阶段的发展方向与路
径？两会上诸多看点值得期待。

看点一：纲要（草案）如
何体现新理念、新格局？

今年两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审
查、讨论“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纲要是指导今
后5年及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纲领性文件。

去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根据这
个“建议”编制的纲要（草案），将释放
哪些发展新信号，备受各方期待。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辛
鸣认为，此前的“建议”对“十四五”时
期及未来15年的国家发展作出了系
统部署，“建议”明确的目标、方向、原
则等将在纲要（草案）中得以具体体
现，并具有可操作性。

比如，“建议”提出，今后5年经济
社会发展要努力实现6大主要目标：
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
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
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
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新”是统领性关键词，体现了新发展
阶段的客观要求。纲要（草案）将提出
哪些富有全局性、针对性的举措，突出
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格外受关注。

辛鸣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内
国际双循环、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生
态环保等议题将引发热议，也需要代
表委员建言献策。

纲要（草案）中的一些量化指标、
关键数字也将受到热议。其中，经济
社会领域预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如
经济发展目标、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以
及耕地保有量、空气质量等将如何制
定，令人期待。

此外，重大工程项目历来是实施
五年规划的有力抓手。“十三五”规划
纲要曾明确165个重大工程项目，“十
四五”规划的重点工程将有哪些、体现
了怎样的产业导向，将引发各方关注。

看点二：开局之年的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怎么定？

2021年的中国发展，挑战与机遇
并存，特别是疫情和国际环境依然存
在诸多不确定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
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目前，疫情防
控形势好转、经济恢复态势良好。一
些重大改革也将频频发力，创造出新
变局、新空间。在“十四五”开局之年，
中国经济有潜力、有韧性保持一定增

长速度。同时，他也表示，核心目的不
是为了追求数字好看，而是强调经济
质量的提升与百姓福祉的保障。

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也是
各方关注的重点。

在“稳”这一面，去年底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强调，2021年宏观政策要
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政策
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
握好政策时度效。如何夯实基础推动
经济持续恢复？去年出台的一系列支
持措施是否延续？这些问题都有待代
表委员建言献策。

在“进”这一面，张立群说，在构建
新发展格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等诸多方面，
期待今年两会推出更多改革举措。

看点三：“三农”工作重
心如何实现转移？

2 月 25 日，国家乡村振兴局挂
牌。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不是终点，
而是农村、农业现代化的新起点。“三
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

如何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如何推进乡村振兴？代表委员有哪些
好的意见建议？这些问题成为颇具热
度的关注话题。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提出，对脱贫县设立5年过渡期，保持
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逐步实现由
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平稳过渡。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
长汪三贵认为，乡村振兴无论范围、规
模还是目标、标准，其深度、广度、难度
都不亚于脱贫攻坚，需要汇聚更强大
力量、采取更有力举措推进。

他期待今年两会出台更多、更具
体的乡村振兴支持政策，户籍制度等
领域改革进一步突破，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推动农业农
村现代化迈好“十四五”第一步。

看点四：疫情防控下一
步怎么干？

如期举办全国两会，有力说明了

中国疫情防控的成效。如何进一步做
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巩固拓展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社会关注
的焦点。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
任张文宏说，我国已形成一套行之有
效的系统性抗疫方案，只要严格落实
相关防控措施，常态化防控中做到“早
期预警、快速响应、精准防控、动态清
零”，相信今年虽难以避免局部零星病
例的发生，但总体上能避免疫情的大
幅反弹。

目前，我国正按照区分轻重缓急、
稳妥有序推进的原则开展疫苗接种。
两会上，疫苗的安全、有效生产以及高
效率、免费接种等问题，将持续受到热
议。张文宏认为，疫苗接种稳步和加
速推进是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当全
民疫苗接种覆盖完成，民众将真正迎
来常态化生活。

看点五：“民生清单”如
何回应百姓诉求？

“六稳”“六保”中，就业问题位居
首位，重点仍然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
等群体就业和困难群体就业保障。中
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
认为，在“十四五”时期，就业政策应更
加侧重提升劳动力素质，建立劳动者
终身技能培训制度。此外，互联网时
代零工经济群体激增，劳动者从“公
司+员工”转向“平台+员工”模式后，
权益保障也亟待重视，需要在制度设
计层面更深入地探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里，
“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作为单独一节，
摆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
设水平”之首。许光建认为，这意味着
进入新发展阶段，将更加注重共同富
裕问题，如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缩小收入差距，有望成为开局之年的
民生工作重点。

公众对养老问题的关注不断升
温。据估算，预计2025年我国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突破3亿，2033年将
突破4亿。“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两会将如何
部署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每个家庭，

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此外，如何解决住房难题、加强基

础教育、深化医改、进一步织密社会保
障网等民生关切，也将是两会热点。

看点六：提交审议的两
部法律案会带来哪些影响？

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的法律案历
来受到高度关注。2015年以来，全国
人大常委会已连续6年提请全国人代
会审议重要法律。今年将提请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是全国人
大组织法修正草案和全国人大议事规
则修正草案。

全国人大组织法颁布施行于
1982年，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
础性法律，分别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各委员会和代表的
职权职责等，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原则
性、方向性。

全国人大议事规则颁布施行于
1989年，主要规定的是全国人大工
作和议事程序，比如大会什么时候
开，议案怎么提出和审议，怎样审议
工作报告、审查国家计划和预算等。

两部法律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
法行使职权的重要制度保障，施行30
多年来还没有进行过修改。专家表
示，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
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监督、代表等
方面的工作都取得重要进展，形成了
不少新经验新成果，需要在法律中予
以体现。

看点七：如何推进更高
水平对外开放？

在过去一年间，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成功签署，中欧投
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中国同非洲联
盟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中
国吸收外资的全球占比大幅提升……
中国向世界表明了支持经济全球化、
实施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

中国已经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作为重大战略任务。“中国经
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进入新发
展阶段的中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将会
更加紧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季志业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
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
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
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季志业认为，
我们必须提升自身能力，在更高水平
上参与国际合作。“当前国际资本之所
以看好中国市场，就是因为对中国的
营商环境和经济韧性有信心。中国未
来应进一步集中精力补齐短板、锻造
长板，完善自身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提
高发展质量，向世界释放出持久的吸
引力。”季志业说。

（记者 秦交锋 舒静 陈菲 孙奕
董瑞丰 仇逸 胡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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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春霞 发
自北京 3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主题是“深化落实‘四号检
察建议’保障群众‘脚底下的安全’”。

近些年“窨井吃人”现象屡屡发生，
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小隐
患。2020年3月，最高检联合最高法、
公安部出台《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
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并针对窨井盖治理向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制发“四号检察建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厅厅长
元明介绍，截至2020年12月，各级检
察机关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
议480余次，开展联合检查700余次，
针对走访调研中发现的窨井盖安全隐
患问题，制发检察建议1000余件，督
促整改问题管井、消除井盖安全隐患
约176000余件，推动相关部门更换
智能井盖41200余个，安装防坠网、
防位移改进装置158300余个。

据介绍，各地检察机关突出公共
安全法益保护，依法严惩涉窨井盖刑
事犯罪。《指导意见》印发至2020年
12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涉窨井盖
相关刑事案件34件38人，起诉49件
55人，开展立案监督 8件。审查逮
捕、审查起诉办案数量约是过去两年
多办案数量的两倍。截至2020年12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涉窨井盖公
益诉讼案件424件。

“以破坏交通设施、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认定的案件比例从《指
导意见》印发前的28%上升至37%。”
元明说，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将公安机
关移送起诉的涉窨井盖犯罪案件罪名
由盗窃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变更为危
害公共安全犯罪罪名，对盗窃、破坏窨
井盖违法犯罪形成有力震慑。

检察机关一年督促治理
“窨井吃人”超 17 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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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8岁的张志菊家住大别山
腹地的安徽省舒城县山七镇燕春村，
是个被收养的弃儿。小时候虽然生活
艰难，但父亲张成贵对她疼爱有加。

2016年，74岁的张成贵被确诊患
有右腮腺鳞状细胞癌。在杭州打工的
张志菊辞去工作，回到家乡，无微不至
地照顾父亲。张成贵去世后，张志菊
通过养猪努力偿还父亲患病期间欠下

的债务。张志菊说，在她最难的时候，
社会和乡亲们给予了帮助和鼓励，她
一直记着这份情。

2018年，张志菊成立志菊农民专
业合作社，带领乡亲们发展养殖业，利
用电商平台为村民代销土特产，还免
费发放种子给农户，鼓励他们通过种
植将荒地利用起来。

如今，张志菊有了幸福的小家，

自己的农场在政府扶持下扩大了规
模，直播卖货让她成为“网红农民”。
未来，张志菊希望继续带动乡亲们增
收。

“我想要成为城乡之间的传递者，
把山里的农产品卖出去，将致富的希
望带进来。”张志菊坚信，即使身处大
山，也可以有所作为。

新华社记者 张端/摄

了不起的她——将致富的希望带进大山

张志菊在自家农场里直播捡鸡蛋的过程张志菊在自家农场里直播捡鸡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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