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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十四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主席团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第一次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赵乐际主持会议。

　　主席团会议应到176人，出席175人，缺席

1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首先推选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由十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

书长担任。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

团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日程。根据会议日程，这次大会定

于3月5日上午开幕，3月11日下午闭幕，会

期7天。

　　根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规定，主席团第

一次会议推选主席团成员若干人分别担任

每次大会全体会议的执行主席。经过表决，

会议推选了大会全体会议执行主席。

　　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刘奇、刘俊臣、信春

鹰、娄勤俭、孔绍逊、汪洋为大会副秘书长。

会议指定，娄勤俭兼任大会发言人。

　　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大会期间代表提出

议案的截止时间为3月8日12时。会议期间，

大会秘书处对代表团和代表在大会期间提

出的议案进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报告主

席团作出决定。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决定大会日程等 本次大会5日开幕 会期7天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第四十一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

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刘奇作的关于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议程草案审议

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两个草案分别提请十

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和

表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王东

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何

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

雪克来提·扎克尔出席会议。

　　3日下午和晚上，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的各代表团召开会议，审议了十四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

案、议程草案。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四十一次委员长会议

　　赵乐际 李鸿忠 王东明 肖捷 郑建邦 丁仲礼 郝明金 蔡达峰 何维 武维华 铁凝（女） 彭清华 张庆伟 洛桑江村（藏族）

雪克来提·扎克尔（维吾尔族） 刘奇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5年3月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3月4日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

娄勤俭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问题回

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即将召开的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是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据娄勤俭介绍，十四届全国

人大实有代表2929名，目前已有2893名代表向

大会报到。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为实现奋斗目标提供坚实制

度保障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找准人大在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定位和任务，紧紧围绕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履职尽责。”娄勤俭表示，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全国人大将从多方面重点发力。

　　充分发挥人大保证全面有效实施宪法

法律的重要作用。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

制度体系，建立宪法实施情况报告制度，提

高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能力和质量，坚决

纠正违宪违法行为，坚决维护国家法制统

一、尊严、权威。

　　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

用。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加

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加快

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

法律制度，提高立法质量，不断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中的重要作用。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

依法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确保各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确保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和实现。健全人大对

“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完善监督法及其

实施机制，强化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和国

有资产管理、政府债务管理监督。

　　充分发挥人大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

的带头作用。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监督权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全过

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

智工作机制，健全联系代表的制度机制，广泛

凝聚共识，夯实人大工作的民意基础。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的奋斗

目标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娄勤俭说。

立法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来，全国人

大常委会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

导作用，着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与时俱进、发展完善。一年来，审议法律案

39件，通过了其中的24件，包括制定法律6

件，修改法律14件，作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

大问题的决定4件。

　　娄勤俭对去年的立法成果进行了具体

介绍：服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比如，制定

能源法，修订矿产资源法，制定增值税法，修

改会计法、统计法；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比如，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学前教育法、学位法，修订文物保护法、科学

技术普及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国家机

构有关法律制度，比如，修改监督法、监察

法，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代表法修正草

案，并决定提请这次大会审议；支撑扩大高

水平对外开放，比如，制定关税法，修订国境

卫生检疫法，修改反洗钱法。

将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尽快出台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工作受到社会

广泛关注。2024年12月，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

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上

个月又进行了再次审议。一审后，草案在中

国人大网公布，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全国人

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还通过座

谈、调研等方式听取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

方面意见。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娄勤俭介绍

说，草案第一次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

“两个健康”写入法律，把党中央关于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举措上升为法

律规范，对于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

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

法律保护，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

振民营企业家发展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娄勤俭表示，下一步，将根据常委会继

续审议情况和各方面的意见建议，认真做好

草案修改完善工作，推动法律尽快出台。

继续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监督

　　2024年11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二次会议决定，批准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截至去年年

底，2024年2万亿元置换债券额度已全部发

行完毕，大部分地区已完成置换。2025年2万

亿元置换债券发行相关工作已经启动。

　　“这有效防范化解了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有力保障了地方财政平稳运行，支持推

动了高质量发展。”娄勤俭介绍说，2024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

关于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组织深入调

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情况介绍，形成了监督

调研报告，针对政府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化

解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意见建

议，并依法送国务院研究处理。

　　据悉，下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依照

有关法律规定，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

督，特别是加强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

存量隐性债务实施情况的跟踪监督，推动进

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积极稳妥防范化解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

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助力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北京3月4日讯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

在新起点上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刘奇 刘俊臣 信春鹰（女） 娄勤俭 孔绍逊 汪洋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25年3月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一、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的报告、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

　 　 三、审 查 2 0 2 4 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与 2 0 2 5 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草

案 的 报 告 、2 0 2 5 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草案

　　四、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

正草案）》的议案

　　五、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

　　六、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七、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2025年3月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3月4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

议开幕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蒋作君代表政

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

报告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

况。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以来，共提出提

案6019件，经审查立案5091件。99.9%的提案已

经办复。

　　总体来看，提案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

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建言献策，

一大批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政策举措，落实到相关发展规划、法

律法规和制度文件中，提案的作用进一步

彰显。

　　经济建设方面，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提出提案2200余

件。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减轻企业负担等

提案，在完善市场监管机制、优化营商环境

等工作中得到积极采纳。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建立完善创新产品采购绿色通道机

制、开展家电以旧换新等提案，助推有关部

门出台加强消费供给创新、激发投资活力

等政策举措。

　　政治建设方面，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

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提出提案

600余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巡回法

庭工作机制等提案，有关部门在相关试点

工作中予以采纳。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

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等提案，为深入推进依

法行政提供借鉴。强化网络安全效能建设、

健全应急安全教育体系等提案，有关部门

在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工作中积极

吸纳。

　　文化建设方面，围绕增强文化自信、繁荣

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等提出提案

600余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发

挥文化外交促进民心相通等提案，为出台增

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政策措施发挥积

极作用。

　　社会建设方面，聚焦完善就业优先政

策、健全“一老一小”政策体系、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助推新

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等提出提案1500

余件。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体系、加快

培养新职业青年等提案，为完善高校毕业

生就业政策提供重要参考。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等提案，在出台的延

迟法定退休年龄、加强养老机构监管等政

策文件中得到体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促

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等提案，有关部门在制

定一揽子生育支持政策时充分吸收。创新

城乡社区治理、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等

提案，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

度提供参考。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围绕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健全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等提出提案700余件。加快建立美丽中国

建设实施体系、科学开展美丽中国先行区建

设、有效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等提案，有关

部门在研究制定《关于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

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中予以吸纳。推进碳排放

核算体系建设、打造低碳算力生态体系、健全

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等提案，为建立健全

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提供有益

参考。

　　本报北京3月4日讯  

全国政协一年来立案提案5091件
一大批意见建议落实到法律法规中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3月4日下午，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

首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

　　8位全国政协委员与现场记者面对面

互动交流，就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医疗、机

器人技术、养老、生态环保、城市更新、“一

带一路”等话题，回应群众关切，传递信心

力量。

　　“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步入了

世界第一方阵，农业科技创新的贡献力也超

过了63%，其中离不开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贡

献。”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农业大学校长严建

兵说，他和团队仍在努力，为我国的粮食安全

作出贡献，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吃得饱、吃得

好、吃得放心。

　　“我们有充足、有力的宏观调控工具，去

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确定，今年要

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要实施超常

规的逆周期调节，财政政策要更加有力、更加

给力。”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原党组书记马建堂坚信，中国经济一定能够

在去年企稳回升向好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取得新进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

医院主任医师赵宏介绍说，过去一年，我国

批准上市新药48个、器械65个，在研新药数

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位。“随着有越来越多的

临床医生积极投身于创新药械研发，用研

究找武器、向科学要奇迹，我们战胜疾病的

工具箱就会越来越丰富，我们的本领会越

来越强。”

　　“我国机器人技术已得到飞跃式发展，

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显著减少。”全国政

协委员、多模态AI系统实验室主任、中科院

院士乔红说，近3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装

载量已达到全球一半以上。同时，人形机器

人技术发展迅猛。人形机器人的形状像人，

自由度非常高，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工具，

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影响我们的生产和生

活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

金李说，解决老百姓对养老的关注点，就

是银发经济的发力点。我国的老龄需求正

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银发经济在

供需两端都有巨大的空间，到2035年，我国

银发经济体量预计可以达到30万亿元左

右。保守估计到2050年，银发经济将至少提

供1亿个就业岗位，可见银发经济蕴含着

巨大的机遇，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

的动能。”

　　全国政协委员、首创环保集团智慧环

保事业部总经理黄绵松表示，截至去年年

底，全国生态环保产业从业人员达到340多

万人，营业收入超2万亿元，相比10多年前

增长近4倍，成为绿色生产力的重要载体。

“随着我们生态治理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异常显著，生态

环保产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我们现在的重

要生产力，也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

支撑，实现了环保产业旺、百姓呼吸畅，腰

包鼓、心里亮。”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江苏省委会主

委周岚介绍说，到目前为止，全国已实施了超

过6.6万个城市更新项目，改造了25万个老旧

小区，让1亿多人因此直接受益。“要通过每一

个有温度的城市更新实践，让居民的房子更

安全，百姓的生活更便利，城市的人居环境更

美好。”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

会副主任林松添说，共建“一带一路”带

动共建国家发展，优化投资环境，建成众

多经济特区和产业园区，创造大量就业，

改善了民生，也让中国企业“走出去”发

展有了落地的园区和配套的基础设施、

政策、法律和服务保障，促进中国同共建

国家经贸互利合作和文明互鉴 ，为中国

式 现 代 化 和 世 界 共 同 发 展 注 入 强 劲

动能。

　　本报北京3月4日讯  

回应群众关切 传递信心力量
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扫描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5年3月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176人，按姓名笔划为序排列）

　　丁仲礼 于伟国 于洋（女） 万立骏

习近平 马兴瑞 马逢国 王东明 王宁

王刚 王志民 王希勤 王沪宁 王君

正 王忠林 王炯 王莉霞（女，蒙古族）

王晓晖 王浩 王巍 水庆霞（女） 尹

力 尹弘 巴音朝鲁（蒙古族） 艾尔肯·

吐尼亚孜（维吾尔族） 石泰峰 布小林

（女，蒙古族） 布和图木尔（蒙古族） 龙

荣（女，苗族） 史耀斌 丛斌 冯飞 吕

世明 吕建 向巧（女，苗族） 刘艺良

刘宁 刘奇 刘俊臣 刘洋（女） 刘振

立 刘振芳 江金权 汤越强（ 侗族）

安立佳 许为钢 许宏才 许勤 孙其

信 孙绍骋 孙菊生 严金海（ 藏族）

杜小光（白族） 杜家毫 李干杰 李书

磊 李玉妹（女） 李纪恒 李邑飞 李

秀领 李希 李灵（女） 李校堃（满族）

李鸿忠 李锦斌 李静海 李慧琼（女）

杨关林（锡伯族） 杨宝玲（女） 杨振武

杨晓超 杨蓉（女） 肖开提·依明（维吾

尔族） 肖捷 吴晓军 邱学强 何卫东

何严萍（女，傣族） 何维 谷振春 沙尔

合提·阿汗（哈萨克族） 沈春耀 沈艳芬

（女，土家族） 沈晓明 宋秀岩（女） 张

又侠 张太范（朝鲜族） 张升民 张庆

伟 张轩（女） 张伯礼 张雨浦（回族）

张继新 张雪松（ 回族） 张赫（ 满族）

阿石拉比（彝族） 陈文清 陈吉宁 陈

刚 陈雨露 陈莉娜（女） 陈敏尔 陈

紫萱（女） 武维华 苻彩香（女，黎族）

林武 林锐 罗萍（女，哈尼族） 金红光

（朝鲜族） 周祖翼 郑军里（瑶族） 郑

建邦 郑建闽 郑雁雄 郑新聪 赵一

德 赵乐际 郝平 郝明金 郝鹏 胡

昌升 钟山 钟志华 段春华 信长星

信春鹰（女） 侯长岭 侯建国 娄勤俭

洛桑江村（藏族） 祖木热提·吾布力（女，

维吾尔族） 骆惠宁 袁伟 袁家军 袁

曙宏 铁凝（女） 倪岳峰 徐永军 徐

晓 徐辉 徐麟 高开贤 高文 高松

郭树清 郭振华 唐登杰 黄久生 黄

兴文（布依族） 黄志贤 黄坤明 黄明

黄莉新（ 女） 黄强  黄楚平 曹鸿鸣

曹琛（女） 雪克来提·扎克尔（维吾尔族）

鄂竟平 鹿心社 梁言顺 彭金辉（彝族）

彭清华 蒋卓庆 韩正 喻云林 傅自应

谢坚 蓝天立（壮族） 嘉木样·洛桑久美·

图丹却吉尼玛（藏族） 蔡达峰 蔡奇 雒

树刚 谭天星 谭成旭 魏后凯

　　

秘书长

　　李鸿忠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娄勤俭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本报记者提问

以修法为契机全面贯彻实施好代表法
　　本报北京3月4日讯 记者朱宁宁 十四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3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新闻发布会。根据公布的大会议程，本次

大会将审议代表法修正草案。大会发言人娄

勤俭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本报记者提出

的关于代表法修法的相关问题。

　　娄勤俭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工作。提请本次大会审

议的代表法修正草案，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思想，深入总结新时代人大代表工作实践经

验和创新成果，健全代表履职的制度机制，提

升代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娄勤俭指出，代表法修正草案贯彻全过

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两个联系”制度机制，支持和保障代表当好

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支持和保

障代表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上作了积极

探索。”娄勤俭介绍说，比如，本届常委会组

成人员直接联系416名全国人大代表，专门

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联系相关领域代表工作

机制全部建立，充分发挥代表的专业特长。

比如，仅过去一年就邀请了275名全国人大

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与列席

代表座谈，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通过这种

形式，基层的声音、群众的呼声可直接反映

到常委会，体现到人大的立法、监督等工作

中。再比如，邀请基层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外

事活动，通过代表及身边事、身边人，介绍中

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脱贫攻坚和

乡村全面振兴等情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将以此次修改代表法为契机，全

面贯彻实施好代表法，更好地发挥277万多

名各级人大代表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国家根

本政治制度的优势功效。”娄勤俭说。

  图为本报记者提问。本报记者 崔东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