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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玉两会聚焦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后，15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大会批准

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大会通过外商投资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

26 号主席令公布这部法律。

闭幕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

栗战书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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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明、白玛赤

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杨振武在

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74 人，出席 2948 人，

缺席 26 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上午 9 时，栗战书宣布会议开始。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会议

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

出的 2019 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政策取

向、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外商投

资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关于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

议，决定批准关于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 2019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关于 2018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 201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决定批准

关于 2018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19 年中央预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

指出，会议充分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

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

和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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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批准这

两个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张荣顺辞去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随后，栗战书发表讲话。他说，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已经圆满完成各

项议程。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

奋进、攻坚克难，各方面工作取得新成就，会议

对此高度评价。

栗战书说，会议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

办事，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

各位代表忠实履职，反映人民意志，展示了良

好风貌。这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

会。我们要勇于担当、扎实工作，确保完成大会

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栗战书说，会议审议通过的外商投资法，

是一部新时代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础性

法律。我们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以高水平对

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栗战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对做好人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大

及其常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

予的职责，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

栗战书最后说，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

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使命，开拓进取，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

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9 时 29 分，栗战书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束。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丁薛祥、刘鹤、许其

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

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

黄坤明、蔡奇、尤权、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

克志、周强、张军、张庆黎、刘奇葆、董建华、万钢、

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

夏宝龙、杨传堂、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

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以

及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苗华、张升民等。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有关单

位、各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列席或旁听了大会。

各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叶昊鸣 张紫赟

提升科技支撑能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

升、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以科技创新培

育壮大新动能，打造中国高质量发展强劲动

力，成为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会场

内外，处处可以感受到科技创新的脉动。

重大成果涌现 创新激情奔涌
两会前夕，科幻电影《流浪地球》“走红”，

激起许多人对太空探索的关注。好的电影背

后，往往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

伟仁表示，嫦娥四号着陆器、“玉兔二号”月球车

已再度唤醒，正在获取新的探测数据。同时，科

研人员还在研究制定未来的太阳系探测规划。

“嫦娥”探月、“北斗”组网、“鲲龙”击水

……2018 年不断涌现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澎湃动力。

科技创新，不只是科研院所的事。通过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调动各类创新主体

积极性，创新激情四处奔涌。

一支智能录音笔，既能录音，又能将语音

同步转换成文字显示。作为我国首个认知智能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承建单位，2018 年，科大讯

飞在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领域获得多项世界

冠军。而在成绩背后，是坚持创新的厚积薄发：

科大讯飞连续多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

20%以上，研发人员占比约六成。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重大科技

创新成果来之不易。”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

董事长刘庆峰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

推动科技体制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上下功夫，决

不能让改革政策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这极

大激发了科研人员的研发热情，提振了科技企

业的发展信心。

不断涌现的创新成果，根植于深厚的创新

土壤。统计显示，2018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达

到 18.1 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 13 万家，

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 1.7 万亿元，6500 多家众

创空间服务创业团队 40 万家，创业就业人数

超过 140 万人。

越是创新发展 越要生态支撑
正如高原上才能产生真正的高峰，科技创

新越要发展，越需要良好生态的支撑。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

的创造性活动。要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

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

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

“真正的原创基础研究带有很大不确定

性。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是

对创新主体自主权的充分尊重，有利于营造潜

心研究、把‘冷板凳坐热’的科研定力。”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说。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要在政策制度上

使科研人员少为“帽子”“牌子”“报销”“填表”

等所困扰，让他们能够潜心从事科技和创新活

动。

科技创新需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

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是必由之路。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

说，在国家利好政策的支持下，黑龙江省和哈

工大联合建设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黑龙

江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形成了科研管理与成果

转化一体化推进的新模式。这一模式扭转了高

校科研人员“不想转、不会转”的局面，激光通

信、光学目标仿真、碳纤维复合材料等一批服

务我国航天、国防建设并获得国家奖励的技术

成果得以转化应用。

通过改革创新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机

制，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加速前行。

在“中国铜都”江西省鹰潭市，中臻铜业有

限公司通过在微镀车间生产中引入物联网技

术，生产效率提高 15%以上，成本下降约 10%。

2018年，鹰潭市共引进物联网项目 98个，移动

物联网及关联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 200亿元。

“只有主动拥抱新技术，抢占新兴产业发展

制高点，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

代表、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杨贵平表示，

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窗口期，必须用前

沿科学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解决当

前我国高质量发展存在的困难提供“新燃料”。

筑牢“科学地基”突破“卡脖子”
科技创新，既需要从 1 到 100 的应用研究

和产业化落地，更需要从 0 到 1 的基础研究和

原始创新，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源头。

强化基础研究，就要筑牢“科学地基”，突

破“卡脖子”的瓶颈。统计显示，我国基础研究

占研发投入的比重为 5%左右，低于美国、英国

等发达国家 15%至 20%的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

说，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都在强化基础研究战略

部署，形势逼人，我国必须尽快补上基础研究

的短板。他建议，制定国家基础科学战略规划，

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的占比。

强化基础研究，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

制。深圳市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的

《深圳市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办法》

中明确提出，“引导更多企业和社会资本支持

基础研究”。

“可以通过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等手段，引

导和鼓励包括企业、公益基金、个人在内的社

会力量，投入关键核心技术与基础研究。在资

金的用途上，科研人员可享有较大的自主支配

权。”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

说。

强化基础研究，还要以“敢闯无人区”的勇

气，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

合肥市市长凌云认为，重大科学前沿的突破不

仅需要科学装置和科学工程的强大支撑，更需

要科研人员自身能够突破以往经验的束缚限

制，在科学探索上有一股“拼劲”。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

任张全说，我国在建设多个科创中心的过程

中，还要继续完善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

基地布局，主导发起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

工程，激发科研人员科技创新意识，进一步提

升创新源头供给能力。

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
———从全国两会看科技创新新突破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京闭幕
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通过外商投资法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栗战书主持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