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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 淼

2013 年是新一届中央政府施政的开局之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深化“十二五”规划的发展之年，也是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在这重要且关

键的历史节点上，2013 年全国两会不仅让国内

公众充满期待，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而

这一年的全国两会恰恰是观察中国如何准确

把握社情民意，开好局、走稳路、办好自己的事

情的最佳平台。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大会上，

十一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代表政协第十一届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过去 5 年

的工作。他指出，5 年来，在中共中央高度重视

和坚强领导下，人民政协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

心工作，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职能，充分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

策、服务大局的作用，为推动科学发展、维护和

谐稳定、促进祖国统一、扩大对外交往做出了重

要贡献，在人民政协史上续写了新的篇章。

受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委托，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向大会报告

十一届政协的提案工作情况。他说，围绕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实际问题，十一届政协期间，政协委员、政协

各 参 加 单 位 和 政 协 各 专 门 委 员 会 提 出 提 案

28930 件，经审查，立案 26699 件。截至 2013 年

2 月 20 日，提案已办复 26583 件，提案中的许多

意见和建议已被吸纳并落实到国家相关决策、

发展规划或部门工作计划中，为保持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推进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改革提速 回应民生期待

民 生 历 来 是 两 会 的 重 要 议 题 。 在 两 会

前夕，人民网和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就公众

关 注 的 热 点 问 题 展 开 调 查 。 在 2013 年 最 受

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中，“收入分配”以

83440 票 暂 列 第 三，自 去 年 以 来 继 续 位 列 前

三甲。

在人民网公布的网友回复中，一位网民

说：“收入分配是工薪阶层关心的头等大事，

收入的不公平会导致诸多社会问题。贫富差

距的拉大、部分行业的垄断、东西部区域收入

的巨大悬殊、城乡差别的进一步扩大，都与收

入分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期盼两会加大

分配改革的实施力度，让我们真正享受改革

的成果。”

其实，如何缩小收入差距是中等收入国家

面临的普遍难题。近年来，提高个税起征点、

部分垄断行业国企降薪等，都显示了中国不断

尝试破题的努力。美国《华尔街日报》将中国

税改计划评价为“向缩小收入差距举起大棒”。

而早在 2004 年，收入分配整体改革方案

起草工作即启动，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多个部

委参与。2012 年年底，十八大报告也对解决

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做出安排，提出“初次分配

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

注 重 公 平 ，多 渠 道 增 加 居 民 财 产 性 收 入 。”

2013 年 2 月 ，国 务 院 批 转 国 家 发 改 委 、财 政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

研究所所长贾康曾表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在通盘规划协

调之下先形成框架性的顶层规划，并抓住重

点、循序渐进，势必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

程中施行制度、机制和政策的动态改进，力求

最终实现被邓小平同志明确为社会主义本质

特征和目标的“共同富裕”。他建议，在新一届

政府任期和更长时间内，着力推进有关收入分

配的改革和政策优化。

经济发展 彰显中国能量

过去一年，中国经济企稳回暖。在国际金

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 50 万

亿元，GDP 增速达 7.8%，这一成就令世界瞩

目，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复苏重要引擎的地位进

一步巩固。而多年的经济增长不仅造就了中

国日益强劲的综合国力，还关系着世界经济的

切实利益。

俄罗斯《晨报》此前称：“曾将全球都淹没

于中国商品海洋的‘世界工厂’如今有意成为

世界头号消费大国，这已成为‘全球性利好’。”

在不久前结束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

长会议上，多位专家也表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

增长关键要靠美国、中国等经济体的带动。

在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中国未来的

经贸发展方向、中国新一届政府的经济部署能

否为世界带来正能量也不断吸引着国际社会

的关注。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的新闻发布

会上，澳大利亚某媒体的一位记者就向新闻发

言人吕新华提出问题：“现在，澳大利亚和很多

亚洲国家都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中

国的经济发展对这些国家影响重大。您如何

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

关系？”

对此，吕新华表示，近几年，特别是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把挑战变为机遇，经济

发展速度确实很快。很多亚洲国家都是中国

的近邻，中国成了他们最大的出口国或者最大

的进口国。“可以相信，随着今后中国国力的增

强，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当然还有包括澳大

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的规模

将会更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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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

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

红起来了……”

伴着春天的脚步，中国进入两会时刻，实现“中国梦”的时代号

角正式吹响。

3月 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3月 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也在这里拉开了帷幕。

星光闪耀，国徽庄严。

这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距离“中国梦”最近的时刻：党的十八

大报告重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绘制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

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这是新的历史征程上中华民族向着“中国梦”奋勇进发的时刻：

2013年，全国两会将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转

化为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共同行动。

从十八大到两会——以实现“中国梦”为奋斗目标，统一思想、

凝聚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景更加美好。

从十八大到两会——以改革开放为关键途径，解放思想、攻坚

克难，聚合起强大正能量，发出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新的动员令。

从十八大到两会——以实干兴邦为自觉行动，求真务实、扎实开

局，把“中国梦”转化为13亿人的“就业梦”、“上学梦”、“安居梦”……

这是中国激荡民意和凝聚精神的关键时刻，近3000名全国人大

代表和22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因应国内外诸多机遇和挑战，汇聚13

亿人的民意、民智。每一项议案提案、每一次建言献策、每一个生活

愿景，固然有着各自的内容和形式，但又像百川归海、万川映月，指向

同一个方向。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保障、更满意的收入、更清洁的

环境等期盼的背后，是对发展更科学、改革更有力、社会更公平的呼

唤，是对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更上一层楼的期待。

人们有理由坚信，2013年全国两会必将成为“中国号”再次起航

的出发点，中华民族将向实现美丽“中国梦”目标迈出坚实的一步。

3月的北京，春天的故事正待续写，追梦的脚步已在路上……

聚焦全国两会 关注中国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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