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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

过去一年的工作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顶住
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顽强拼搏、勇毅前行，新
冠疫情防控实现平稳转段，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社
会大局保持稳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过去一年，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
职的第一年。常委会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人大的使命任
务，主动适应发展大势和时代要求，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守人大
工作的大方向、大原则、大道理。一是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党的
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人大工作中
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二是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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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依法履职的基本功；三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好、完善好、运行
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四是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保证人大各项工作体现人民意志、保障
人民权益、与人民同心同向；五是坚持全面依法
治国，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全面推进国家各
方面工作法治化；六是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
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法治保障。

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
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推动
人大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实现良好开局。

一、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提高宪
法实施和监督水平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
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
常委会认真履行保证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的法

定职责，把宪法实施和监督、宪法宣传教育贯穿到
立法、监督、决定、任免、代表等各方面工作中，坚定
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健全保证宪法实施的法律制度。宪法的生命
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全面贯彻实
施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常委会坚持依宪立
法，全面发挥宪法在立法中的核心地位功能，每
一个立法环节都把好宪法关，努力使每一项立法
都符合宪法精神、体现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
施。完善宪法相关法律制度，制定爱国主义教育
法，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落
实宪法关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维护国家统一和
民族团结等规定，培育和增进全体人民对中华民
族大家庭和伟大祖国的情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两次审议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并决
定提请本次大会审议，这是落实国家机构组织法
定原则、保障国务院依宪依法履行职责、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加强宪法监督工作。宪法是国家政治和社会
生活的最高法律规范，一切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
为都必须予以纠正。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是人
大加强宪法监督的重要抓手。常委会深入推进合
宪性审查工作，对所有提请审议的法律案进行
合宪性审查，对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
中的合宪性、涉宪性问题进行审查研究，推动制
定机关纠正不符合宪法规定、原则、精神的规范
性文件。加强备案审查工作，作出关于完善和加
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坚持有件必备、有备必
审 、 有 错 必 纠 ， 对 报 送 备 案 的 1753 件 行 政 法
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司法解
释、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等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
审查，对公民、组织提出的 2878 件审查建议逐一
研究，督促制定机关修改或废止规范性文件 260
多件。为保证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有效实施，推动有关方面对相关规范性文件开展
集中清理。探索备案审查案例指导工作。推动地
方人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数据库建设。

深化宪法宣传教育。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
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
仰。常委会坚持宪法实施、宣传、教育一体推进，不
断提升中国宪法理论和实践的说服力、影响力。在
第十个国家宪法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召开“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为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宪法保障”座谈会，坚定宪法
自信，培育宪法文化，推动宪法实施成为全体人民

的自觉行动。发挥人大代表在模范遵守宪法、带头
宣传宪法、推动宪法实施中的作用。结合当代中国
宪法制度和宪法实践，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
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讲好中国宪法故事。

行使宪法赋予的任免权。任免专门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和委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
员、常委会副秘书长、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人、
港澳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员共 55人次，任免和决
定任免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工作人员 251人次。组织 7
次宪法宣誓仪式，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
宪法、尊崇宪法、维护宪法。

做好代表资格审查工作。补选全国人大代表3
人，终止代表资格 24人。目前，十四届全国人大
实有代表2956人。

二、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

立法是为国家定规矩、为社会定方圆的神圣
工作。常委会认真行使国家立法权，加强重点领
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
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维护国家安全
所急的法律制度。一年来，共审议法律案 34 件，
通过其中 21 件，包括制定法律 6 件、修改法律 8
件、作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7件。终
止审议法律案1件。决定批准或加入条约、重要协
定10件。目前，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300件。

编制和实施立法规划。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主
持召开 8场座谈会，听取省（区、市）人大常委会、中
央和国家机关、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认
真梳理代表议案建议，向 177个中央和地方单位征
集立法项目建议。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编制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报请党中央批准
并转发实施。立法规划对本届立法工作作出统筹部
署，其中一类项目 79 件、二类项目 51 件，还有一些
需要研究论证的三类项目，并对推动条件成熟的立
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建议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审议的法律案作出安排。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
工作会议、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部署落实立
法规划，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立法工作。

加强经济领域立法。全面修订公司法，完善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
权保护，激发市场创新活力。作出关于延长授权
国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港澳律师内地执业试
点工作期限的决定、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
广东省珠海市拱北口岸东南侧相关陆地和海域实
施管辖的决定，推动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 （下转第四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2024年3月8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赵乐际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记者严
冰） 记者14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截至 3 月 12 日，中
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20 万人次，
发送货物3424万吨，其中跨境货物
超 780 万吨，国际黄金大通道作用
日益凸显。

据了解，中老铁路中国段日均
开行旅客列车由开通初期的35列增
至目前的51列，单日旅客发送量由
2 万人次增至最高 10.3 万人次；老
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 4 列增至
12 列，单日旅客发送量由 720 人次
增至最高 12808 人次。2023 年 4 月
13日起，中老铁路在昆明至万象间
开行国际旅客列车，实现昆明、万
象当日通达，已累计发送87个国家
和地区的跨境旅客15.5万人次。

中老铁路单日开行跨境货物列
车由开通初期的 2 列增至目前高峰
时的 20 列，今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12
日完成跨境货物运量106.4万吨，同
比增长 33.9%。铁路部门积极探索

“中老铁路+中欧班列”等国际运输
新模式，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
铁路直达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据介绍，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品
类由开通初期的橡胶、化肥、百货
等 10 多种扩展至电子、光伏、通
信、汽车等2900多种，货物运输辐
射老挝、泰国、越南、缅甸等12个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我国 31 个
省区市的主要城市，万象至昆明间
物流成本较中老铁路开通前下降
40%至 50%，促进了沿线各类产业
扩能升级和国际经贸往来。

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3000万人次
发送货物3424万吨

繁花春满园，群生则锦
绣。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
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
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
学互鉴。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
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
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
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
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2023 年 3 月 15 日，在中
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提出全球文明
倡议，展现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
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
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
机盎然”的诚意与担当。

对全球文明倡议了解越深入，
越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厚底蕴
和智慧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
且平。”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
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积极倡导
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激发
精神力量。

有始终如一的坚定宣示——2014 年 3 月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强调应
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
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
纽带；2015 年 9 月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019
年5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提出加
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
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人文基础的 4 点主张……习近平
主席深入阐述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为深刻
演变的世界带来启迪。

有步履不停的亲力亲为——在埃及卢克
索神庙同塞西总统共忆中埃文明交流的源远

流长，在捷克斯特拉霍夫图书馆听图书馆馆
长介绍馆藏中捷交往书籍，在有“丝绸之路
活化石”之称的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古城漫
步，在希腊雅典卫城博物馆讲述“止戈为
武”的中国典故……习近平主席身体力行，
以文化促交流，以交流促理解，展现中国对
其他文明的尊重与欣赏，与各方共同描绘不
同文明相知相惜的画卷。

站在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
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
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
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
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相互尊重、和
衷共济、和合共生的中国方案，坚持弘扬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各方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
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让文明交
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
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
带，汇聚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文
明之力。

一年来，习近平主席高屋建瓴，就中国
与其他国家文明交流互鉴指明方向：面向中
亚国家，强调“深化文明互鉴，增进相互理
解，筑牢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世代友好的基
石，携手建设一个相知相亲、同心同德的共
同体”；面向金砖国家，提出“中方欢迎各国
积极参与倡议合作，促进不同文明百家争
鸣、百花齐放，打破交流壁垒，赓续人类文
明的薪火”；面向亚太国家，强调“弘扬和而
不同、和衷共济的伙伴精神”……

习近平主席复信阿拉伯知名艺术家、中
亚留学生、孟加拉国儿童、比利时友好人
士、南非德班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师生、美国
华盛顿州“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和各

界友好人士等，寄望各方增进理解、友谊与
合作；向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鼓岭
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第三届文明交流互
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2023北京
文化论坛、首届“良渚论坛”等致贺信，阐
明文明交流互鉴之道。

“对全球文明倡议了解越深入，越能感受
到其中蕴含的深厚底蕴和智慧。”巴基斯坦塔
克西拉亚洲文明研究所所长加尼·乌尔·拉赫
曼表示，要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从文
明视角入手，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
的文明观，无疑是一项着眼长远的治本之策。

“有助于推动世界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
“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具有包容性
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希望
这一倡议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贡
献”……越来越多国际人士表示，全球文明
倡议展现了这样一个前景：人类可以携起手
来，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从深厚的历史传承出发，展现
了世界眼光，对更好探寻人类社会
的发展之道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国家版本馆是无价之宝。”去年10
月，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并进行工作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来到中国国家
版本馆中央总馆参观访问。他仔细观看一个个
展柜，不时发出赞叹，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心
推动国家版本馆建设，体现了总书记同志对
传统文化保护的高度重视”“有利于一代代中
国人将璀璨丰富的中华文明传承下去”。

“了解今天的中国，要从了解中国的历史
开始。”2023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广东省广

州市松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非正式会晤
时指出。

源头活水，润泽千年。在悠远的历史长
河中，中华文明以独树一帜的创新创造、一
脉相承的坚持坚守，树立起一座座文明高
峰。全球文明倡议，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土壤。

2023 年 6 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中华文明的五个
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
容性、和平性，为中华文明“精准画像”。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
对世界其他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古丝
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
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
心的丝路精神，推动东西方平等开展文明交
流，留下了互利合作的足迹，沿路各国人民
均受益匪浅。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中华文明一贯的
处世之道，绘就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雄浑底
色，也照亮人类文明的光辉未来。

一年来，从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亚
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成立到“读懂中国”国
际会议、“良渚论坛”成功举办，全球文明倡
议从理念转化为实践，中华文明与不同文明
交流互鉴、“美美与共”，不断书写世界文明
多彩新篇。

成都大运会，来自 113 个国家和地区
的6500名运动员参赛，这场世界青年的盛会
为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青年搭建起沟通交
流的桥梁；杭州亚运会，武术、藤球、板
球、克柔术、柔术……一个个富有不同地
域、不同文化特色的项目，展现着亚洲文明
的自信、包容与开放。今年 2 月，2024“中
国—东盟人文交流年”开幕，老挝、泰国、

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艺术家
创作的作品引人驻足……

全球文明倡议，立足中国
发展实践。民族的复兴，也是
文明的复兴。从“现代化的迟
到国”到“世界现代化的增长
极”，从“国家蒙辱、人民蒙
难、文明蒙尘”到“创造了人
类文明新形态”，近代以来的
中国经历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最为波澜壮阔、最为广泛深刻

的历史巨变。
全球文明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

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英国学者马
丁·雅克表示：“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是基
于对自身文明发展的深刻理解，从深厚的历
史传承出发，展现了世界眼光，对更好探寻
人类社会的发展之道有着重要意义。”

体现了中国智慧，将中国与
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推到了新的
高度

思想之意义，在于应历史之变、解时代
之问。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
会遭遇多重挑战。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的今天，全球文明倡议深刻回答了不同文明
如何相处、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
四个“共同倡导”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
规律，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现代
化进程提供了更多可能。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践行全球文明倡
议的首要前提。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底色。《世
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交
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
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

“几千年来，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文明孕
育了不同的文化和艺术等，这就是世界的魅
力所在。”巴基斯坦国家遗产与文化部考古与
博物馆司副主任纳西尔·汗表示，全球文明倡
议是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充分体现，尊重世界
文明、艺术、文化和遗产的多样性将为全世
界人民开展交流与合作注入力量，是助推人
类和平与发展的理想路径。

（下转第三版）

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写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龚 鸣 刘玲玲 杨 一

日前，四川省射洪市潼射镇板桥沟村的油菜花开放，扮靓田园。
刘昌松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