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会将首次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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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版"他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
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加强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
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一
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科学回答了人民
政协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政协
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面贯彻中共十
八大和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团结和民主两
大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的主轴，完善协商议政格局，强化民主监督
职能，拓展团结联谊工作，加强履职能力建
设，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
中创新，开拓了团结民主、务实进取、蓬勃发
展的新局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势和特点，在党和国家事业中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俞正声在报告中从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

方向、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贯彻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建
设、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工作、充分发挥统
一战线组织作用、广泛开展对外友好交往、
大力加强自身建设等 ! 个方面回顾了十二

届全国政协的工作，并总结了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等 "条规
律性认识和体会，还对今后工作提出了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等 #点建议。

受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委托，万钢向大会报告十二届政协的提案工
作情况。他说，十二届政协期间，政协委员、政
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紧扣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脱贫攻坚、气水土污染
防治等重大问题，提出提案$%&'!件，经审查，
立案$&%'#件。截至$()!年$月$(日，%%*的提
案已经办复。大多数提案的意见建议得到采

纳或正在逐步落实中。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祥、

马凯、王晨、刘延东、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
强、李建国、李鸿忠、李源潮、杨洁篪、杨晓渡、
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范长龙、胡春
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王胜俊、陈昌
智、严隽琪、沈跃跃、吉炳轩、张平、向巴平措、
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张宝文、陈竺、常
万全、王勇、周强、曹建明、杜青林、韩启德、林
文漪、罗富和、李海峰、陈元、周小川、王家瑞、
齐续春、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列席开幕会。各国驻华使
节、新闻官和海外侨胞等应邀参加开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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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三月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热潮涌动。今天
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
布会举行。

!"时 #"分，会场已经座无虚席。!!时 "$

分，大会副秘书长、发言人张业遂步入发布
厅，立刻成为全场的焦点。

张业遂介绍了大会议程，包括首次组织
代表通道、召开十四场记者会等亮点。张业遂
透露，在本次大会第五、第六、第七次全体会议
后，将分别举行宪法宣誓仪式，这是宪法宣誓
制度实行以来首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举
行宪法宣誓活动，旨在更好地体现宪法尊严，
彰显宪法权威，弘扬宪法精神。
随后张业遂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关于修宪
本次大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宪法部分

内容进行修改，审议和通过宪法修正案。%"!&
年 !月，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
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全国人大常
委会在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宪法修正案草
案，提请本次会议审议。我国现行宪法是符合
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
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
了根本的法治保障。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
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作出新规范，才
具有持久生命力。

%""'年宪法修改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又
有了许多重要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重大战略部
署，确定了新的奋斗目标。为更好发挥宪法在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
大作用，需要对现行宪法作出适当修改，使党
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
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成为宪法规定。

修改宪法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是事关全局的重大立法活动，这次修改宪
法的原则是：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二、严格依法按程序进行。三、充分发扬民主，
广泛凝聚共识，确保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
拥护。四、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
的原则，做到既顺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
又遵循宪法法律发展的规律，确保宪法的连
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中国共产党党章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宪法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都没有做出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宪法对国家
主席的相关规定，也采取上述做法，有利于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国家领导体制。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既不输入外国模

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

国的做法。当然，如果有些国家对中国发展的
经验和做法感兴趣，我们愿意同他们讨论，同
他们分享，但绝不会强加于人。

在国际秩序问题上，我们不是要推倒重
来，而是要坚持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
者。我们积极维护的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改革的是不
适应时代发展和不符合各国共同愿望的国际
规则。

关于国防预算
近年来，中国适度加大国防投入，其中相

当一部分是为了弥补过去投入的不足，主要
用于更新武装装备、改善军人的生活待遇和
基层部队训练生活条件。无论从国防预算占
国内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看，还是
从人均数额看，中国的国防投入水平都低于
世界主要国家。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
构成威胁。

关于房地产税立法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是党中央提出的重要

任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和
财政部牵头组织起草，目前正在加快进行起

草完善法律草案、重要问题的论证、内部征求
意见等方面的工作，争取早日完成提请常委
会初次审议的准备工作。

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中国特色的反腐败

工作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同中央纪委合署
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监察法就是
反腐败国家立法。通过制定监察法，实施制度
创新和组织创新，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
法和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对加强党对反腐
败工作统一领导，构建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关于$一带一路%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的五周年。五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转
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说“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地缘战略工具，
这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一带一路”
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重点，以互利共赢为目
标的经济合作倡议，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
所有参与方都是平等的伙伴。“一带一路”建
设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不排斥或针对任
何国家，对所有有兴趣的国家开放。

关于中美关系
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

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
普遍期待。

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去
年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额超过了 $&""亿美元，
存在一些摩擦不足为怪。中方不想同美方打
贸易战，但绝不能坐视中国的利益受到损害。

中美双方要客观、准确地看待对方的战
略意图，把握好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坚持相
互尊重，增进战略互信，避免战略误判，聚焦
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确保中美关系沿着
正确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

关于环保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紧盯环

保工作不放松，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修改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审议年度环境状况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开展大气污
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努力为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关于朝鲜半岛形势
一段时间以来，朝韩双方围绕平昌冬奥

会进行对话合作，半岛形势出现了缓和。我们
乐见这种积极的变化，希望各方能够抓住有
利的机遇，把当前这种缓和的态势延续下去。

中方将同有关各方保持密切的沟通，根
据“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行的思路，进一步
加大劝和促谈，力争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
朝鲜半岛问题。 特派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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