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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主席团 1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
次会议。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告的
决议草案和监察法草案修改稿等提请各代表团审
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会议应到
190人，出席 189人，缺席 1人，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

3月 5日下午和 6日全天，各代表团认真审
议了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
告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决策部署，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体现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一个高举旗帜、求真务
实、改革创新、凝心聚力的好报告。代表们普遍表
示赞成这个报告。代表们充分肯定国务院五年以
来的工作，普遍赞同今年工作的部署和安排。审议
中，代表们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国务院认真
研究了代表们的审议意见，对政府工作报告作了
进一步修改，共修改 86 处。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
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和国务院作出的修改，建议
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并代拟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的决议草案。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
代表团审议。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徐绍史向
会议作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17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8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财政经济委
员会认为，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总体是好的，国务院提出的计划报告和 2018

年计划草案主要目标和工作安排总体可行，建议
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

徐绍史还向会议作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1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8 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财政经济委员
会认为， 201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总体情况
较好，国务院提出的 2018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
案总体可行，建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
201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8 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18 年中央预
算草案，同时批准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123789 . 22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
86185 . 08 亿元。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这两个审查结果报告。
3月 8日和 9日上午，各代表团认真审查了

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国务
院根据代表们的审查意见，分别对两个报告认真
进行了修改。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审
查意见、国务院作出的修改和财政经济委员会的
审查结果报告，建议批准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预
算报告和中央预算草案，并代拟了关于计划报告
和计划、预算报告和预算的两个决议草案。会议经
过表决，决定将关于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的决议草案、关于 201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与 2018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提请
各代表团审议。

3月 13日下午和 14日上午，各代表团认真
审议了监察法草案。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监察法草案进行了
审议，提出了草案修改稿。主席团会议听取了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作的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关于监察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经过表
决，决定将监察法草案修改稿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3月 14日下午，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代表们对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表
示赞同。大家认为，方案贯彻了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精神，积极
稳妥、务实可行。各代表团一致同意这个方案。主
席团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大会关于国务院机构
改革方案的决定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
议。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主席团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

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
务主席陈希就中共中央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主席团推荐的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员人选名
单作了说明。

陈希说，选举和决定任命新一届国家机构组
成人员特别是国家机构领导人员，是这次大会的
主要任务之一，也是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习近
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对推荐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
人员特别是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高度重视。在
研究中共十九大人事安排时，已作了通盘考虑。
在对中共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进行个别谈话
调研的同时，就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有关人
选，面对面听取了正省部级、军队正战区职以上
中共党员主要负责同志和其他中共十八届中央委

员的推荐意见和有关建议。中共中央认为，新
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的产生，要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眼于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着眼于加强全国人大的工作，团结凝
聚各方面力量；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
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
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严把人选政治
关、廉洁关、形象关；要积极稳妥推进国家高
层领导的新老交替，新提名人选，应主要考虑
本人的素质和条件，既看人选的德才素质、能
力和一贯表现，也看人选的资历、经历和代表
性，同时还要考虑工作需要和结构要求，人选
中应有各方面的领导骨干，也应有特定方面的
代表性人物，还应有女同志和少数民族同志。

陈希说，中共中央按照上述原则，根据工
作和班子结构需要以及个别谈话调研听取意
见、组织掌握的情况，经过反复比选、统筹考
虑，反复酝酿、多次沟通，充分听取意见，兼
顾方方面面，统筹提出了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
人员人选名单。对非中共人选，分别听取了中
共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负责人的意见。对拟新提名的人选，中共人选
结合十九届“两委”考察和省级领导班子换届
进行了考察，非中共人选在民主党派中央、全
国工商联换届考察基础上又专门进行了考察，
有的通过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听取了意见，同
时就党风廉政情况听取了中共中央纪委(监察

部)的意见。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
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提出了新一届国家机构
领导人员人选等建议名单。 2月 28日，中共
中央召开民主协商会，就人选建议名单同各民
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
代表进行了协商。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
过了人选建议名单。提请大会主席团审议的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选建议名单，是根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需要和结构要求，在
各地各部门和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及其他
有关方面推荐的基础上，经党内外反复酝酿、
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
局会议研究提出的。国务院秘书长、各部部
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
长人选建议名单，是在考察和听取各方面意见
的基础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
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提出的。

陈希说，这次全国人大换届，有一些同志由
于年龄或工作变动等原因，没有继续提名。长期
以来，他们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辛勤工作，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宝贵贡
献，这次又以实际行动为实现国家机构组成人
员的新老交替做出了新的贡献。让我们向他们
表示崇高的敬意！

主席团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人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
会主席人选，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
委员长、秘书长人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
选作为主席团提名，提交各代表团酝酿协商。

主席团常务主席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
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
出席会议。

人大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
栗战书主持

（上接 1 版）从 1954 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
代表提出“男女同工同酬”轰动全国，申纪兰已经
连任 13 届全国人大代表。

64个年头，从平顺到北京的路，申纪兰越走
越敞亮。她带来的山区交通建设、保护耕地、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干部选举、贫困地区旅游开发
等建议，不断得到采纳、得以实现。

时间是客观的见证者。无数普通人的芳华，在
艰苦奋斗中绽放时代的光芒。

“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全国优秀县委
书记廖俊波、“心有大我”的海归科学家黄大
年……一个个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奋斗故事，勾
勒出一幅家国梦想的时代长卷，诠释着平凡中的
伟大、奋斗着的中国。

懂得奋斗，才能懂得中国。
近代以来，重重磨难没有摧垮自强不息的中

华民族，千难万苦愈加磨砺中华儿女的坚韧品格。
一代又一代人投身时代洪流，为国家的前途与民
族的命运奋勇抗争。

忆往昔，从井冈山到西柏坡，从小岗到深圳，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凭借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艰苦奋斗，攻克了
一个又一个世所罕见、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孕育
和形成了一种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中国精神。

看今朝，中国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经济结构
出现重大变革，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改革开放
迈出重大步伐，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状况
逐步好转……这些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历史
性变革，无不凝结着奋斗的心血。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健说，新时
代应该使奋斗成为一种人人追求的价值观，建立
起公平公正的奋斗环境，让每个奋斗者有梦想、有
方向，真正感受到奋斗的幸福，获得成功的机会。

“正是依靠艰苦奋斗，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
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
没有办成的大事。”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
金寿浩代表说：“不管什么时代，艰苦奋斗的精神
都不会褪色，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这是以艰苦奋斗去开启的新征程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披荆斩棘、攻
坚克难
全国两会会场上，“撸起袖子加油干”“勇做新

时代的弄潮儿”“用奋斗定义自己，用奋斗报效祖
国”……一次次审议、一次次发言，代表们用奋斗
的故事相互激励，发出了新时代的奋进强音。

万亩林海覆盖山峦，新式民居错落有致，安装
了太阳能路灯的水泥硬化路连通各家各户，满目
葱郁间，春耕复始、生机盎然——— 这是贵州省毕节
市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正友代表，
来京前刚刚拍下的家乡照片。

谁能想到，30 多年前，这里山荒岭秃，3个村
民组 11 户农户，家家断炊、衣不蔽体。文正友的父
亲、老支书文朝荣带领大家植树造林、科技兴粮，
这个“苦甲天下”的山坳逐渐变成了“绿色银行”。

“2016 年，我们整村脱贫，该兜底的村民进行
兜底。”文正友豪情满怀：“现在，接过父亲的担子，
我要继续团结带领海雀村的乡亲们，苦干实干，奋
力拼搏，把我的家乡建设成为‘百姓富、生态美’的
美丽乡村！”

过去 5 年，中国有 6800 多万人告别贫困；过
去 40 年，中国有 7 亿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创造
了世所罕见的奇迹。

然而，在不到 3 年时间里，还有 3000 多万贫
困人口要脱贫，600 多个贫困县要“摘帽”。

“脱贫攻坚已经到了攻坚拔寨、最后冲刺的关
键时期。”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党委书记杨元忠代
表说，当地 26万多仍待脱贫的贫困人口中还有很
多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无业可扶、无

力脱贫”的贫困人口以及部分教育文化水平低、缺
乏技能的贫困群众。

“必须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
作，拿下这块越来越难啃的硬骨头，才能完成不负
时代的伟大使命。”杨元忠代表说。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
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我们的前方，既有摆脱贫困的世界性难题，也
有寻求高质量发展的长周期课题；既有社会主要
矛盾的历史性转化，也有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急流
险滩；既有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也
有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

“没有艰苦奋斗，哪有高质量发展。”虽然身在
北京，湖南株洲市市长阳卫国代表每天都要了解
清水塘搬迁改造进展。

紧邻湘江的株洲市清水塘地区曾是以重化工
为主的老工业基地，拥有 2万余名职工。2015 年
底，株洲市在稳增长的巨大压力面前，下定决心实
施绿色搬迁改造，重塑清水塘形象。

一个清水塘，事关振兴实体经济大局，事关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关湘江治理重点工程。企业关
停、土地收储、搬迁转型、人员安置、污染治理、新城
建设……每一项工作，都需殚精竭虑、统筹推进。

“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
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对于奋斗者，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是警醒，是启示，更是激励和期望。

回想和企业一起挺过的去产能“寒冬”，山西
焦煤集团西山煤电公司杜儿坪矿掘进一队副队长
董林代表仍心有余悸：“最难的时候，工资发不下
来，一拖就是几个月。”

董林和工友们拒绝“等靠要”，一边过起“紧日
子”，一边学习新技术。现在，从原煤到精煤、从煤
矸石发电到粉煤灰综合利用的绿色产业链正在形
成，企业初步完成转型，走出低谷。董林走上了复
合型技术岗位，又准备学习智能化设备操作，努力
向“高精尖”技术队伍迈进。

“去产能任务依然艰巨，改革的阵痛还会持
续，我们还得咬紧牙关、勤学苦练，因为时代不等
人啊！”董林说。

补齐乡村医生短板，农村垃圾整治，加强社区
治理，完善法律援助，中华文化“走出去”……全国
两会上，代表委员的一项项意见建议，直面交织叠
加的挑战，求解时代发展的难题。

“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需求，与单一的、
粗放的教育供给之间，矛盾愈加凸显，带来了择校
热、大班额、中小学生负担重等现实问题。”江苏省
教育厅厅长葛道凯代表说，教育是民生之本，破解
这些棘手难题，必须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加快推
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
在全面发展、优质发展、多样特色发展上投入更大
的力气。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的
话语，昭示着新时代的际遇与挑战，感召着坚忍不
拔、久久为功的奋斗。

140万亩的“绿色奇迹”，是三代塞罕坝人用
心血、汗水和生命凝结而成，它象征着中华民族在
改变自身命运、开拓美好未来的征程中，不屈不挠
的奋斗、义无反顾的牺牲、改天换地的豪情。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伟大事业需要几代人、
十几代人、几十代人持续奋斗。”河北省塞罕坝机
械林场总场北曼甸林场场长张利民代表说，在生
态文明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的新时
代，还要一代一代接续奋斗，探索森林质量精准升
级，为美丽中国再立新功，为美丽世界再作贡献！
我们正在进行的，都是史无前例的创造。
推进“三大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法治中国、
平安中国、健康中国、美丽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党的十九大擘画的
蓝图中，许多是新课题，许多才刚破题，许多又是
在实践中衍生出来的新问题。

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建平代表
说，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我
们一方面要继续坚持走改革开放的路子不动摇，
另一方面要有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继续埋头苦
干、艰苦奋斗，保持不骄不躁的作风，一步一个脚
印，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

从现在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不到 3
年时间。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也只有 30 多年时间。

“古往今来，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的成功，也
没有坐享其成的繁荣。”全国人大代表郭乃硕说，
惟有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将改革进行到底，才能攻
克新征程上的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

这是以艰苦奋斗来书写的伟大历史

在这个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国

家，党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带领人民

共同奋斗，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辉彼岸阔步前行

一件成品，需要 20 多道工序，耗费一天时间，
单价 200 元……站在全国两会开通的代表通道
上，“90 后”贵州姑娘杨昌芹面带自信的微笑，向
大家展示一个用赤水竹编成的杯套。

“10 年间，在我们的努力下，这个濒临失传的
手工艺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的 80万亩杂
竹有了用武之地，村里八成人住上了小洋楼，六成
人开上了小汽车，这种用劳动换来的幸福最有意
义。”杨昌芹代表掌中的薄茧，诉说着她和当地少
数民族群众创造的传奇。

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时代是奋斗者书写的。
赤水竹编兴旺的背后，是一股子不认命、不服

输的精神。那是 80 多年前红军长征留下的革命精
神，更是改革开放 40 年熔铸的时代精神。

从弱小到强大、从挫折到奋起，正是百折不挠
的意志、自我革命的勇气、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撑

我们党带领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走向一
个又一个胜利。

今日中国，正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
“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成功，过

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能够辉煌。”嘉兴南湖
革命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袁晶代表深深感到，
越是深入了解和熟悉历史，越会懂得我们党和
国家一路走来的艰辛，越会牢记无论到了什么
时候，艰苦奋斗的法宝都不能忘、不能丢。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
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上
海和嘉兴，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
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
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
路。”3月 8日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
总书记又一次谈到“不忘初心”。

“如果要继续我们的事业，并最终完成民族
复兴的伟业，首先就要从牢记我们党的初心使
命、重温我们的奋斗记忆开始。”中央文献研究
室主任冷溶代表说。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
人——— 中国共产党人的“赶考”，还远未结束。

过去 5 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以“打虎”“拍蝇”“猎狐”的组合重拳，扎牢制度
笼子；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再塑
政治生态；以深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的身
体力行，让人民感受着“不忘初心”的滚烫热度。

从黄土高坡到雪域高原，从革命老区到民
族地区，从零下几十摄氏度到海拔数千米，习近
平总书记用走遍全国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的足迹，践行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这就是一个革命党成长为执政党、从几十

人壮大到 8900 多万人的根脉，这就是中国共产
党在风云变幻中勇立潮头、领航中国的底气。

4 年前，在广州工作的“90 后”女孩程桔回

到她的家乡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大市村探亲，
发现 300 多户的村子，只有 5个年轻人留守在
家。在老支书的劝说下，她放弃繁华都市的白领
生活，当上了一名村支书。

从深更半夜钻山窝帮村民找羊，到村民因
为争地纠纷把气撒到她身上，从揣着项目书到
县里、市里给村里找资金，到带领村民修路、办
厂、建基地，每一次艰辛的付出成就了今天的笑
容。2017 年，程桔带领全村率先脱贫，昔日的空
心村成了“绿富美”。

“乡亲们选择了我，我必须用苦干实干，带
他们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路。”今年当选全国人
大代表的程桔说，作为“强国一代”，更要艰苦奋
斗，做民族复兴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创造者。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
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苦难中来，向复兴而去。历史在注视，也
在追问：

一个拥有超大体量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带
领 13 亿多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一个从诞生之日就同人民血乳交融的政
党，在形势不断变化的巨大考验下，如何创造第
二个百年的辉煌伟业？

一个距离伟大复兴目标从未如此之近的民
族，如何把她的涅槃重生写入人类文明进步的
历史？

从近现代以来 170 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从
新中国成立近 70 年的持续探索中，从改革开放
40 年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汲取经验与
力量，又一次发出时代强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以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
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在广袤的国土上继
续艰苦奋斗，书写新时代属于 13 亿多中国人民
的光辉伟业！(参与采写：施雨岑、霍瑶、阳建、汪
军、商意盈、梁建强、杨帆、刘巍巍)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

▲ 1 月 25 日，建筑工人冒着风雪在上海市的市政建设工地进行混凝土浇注施工。 新华社记者陈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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