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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

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
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6 日分别参加了十二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
会议一些团组的审议和讨论。

李克强到他所在的山东代表团参加审
议。张德江分别参加了香港代表团、澳门
代表团审议。俞正声参加了特邀界委员联
组会。王岐山参加他所在的北京代表团审
议。张高丽来到他所在的天津代表团同代
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 5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就两岸
关系发展发表看法。习近平最新对台讲
话深刻把握了台海局势的新变化，既表
明大陆方面坚持“九二共识”、遏制

“台独”分裂的坚定立场，又饱含对台
湾同胞的深挚情感，对两岸同胞携手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寄予厚望。讲话高
屋建瓴，语重心长，针对性强，为两岸
关系拓展前行指明了方向。

“九二共识”弥足珍贵，需要两岸共
同维护。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强调“九二
共识”重要意义。他指出，“九二共识”明
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是确保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行稳致远的关键。

历史事实证明，“九二共识”的达
成，当年经过两岸双方授权，无论是会
谈过程，还是共识内涵，都十分清楚，
有完整的历史记录，不容置疑。“九二
共识”的核心意涵是，大陆和台湾同属
一个中国，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从而
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九
二共识”不仅是两岸协商谈判的共同政
治基础，2008年以来，更成为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正是因为有
了这个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取得
一系列重要成果，台海地区才保持祥和
稳定，两岸民众才共享和平红利。

两岸关系发展实践证明，“九二共
识”是“定海神针”。坚持这一政治基
础，两岸关系就可以破浪前行，不会迷
航，否则，两岸关系难免偏离航向，风
雨飘摇，甚至触礁搁浅。“殷鉴不远，
在夏后之世。”当年陈水扁主政台湾
时，有一段时间也曾经打“两岸缓和
牌”，推出什么“两岸稳定互动架构”。
但是他坚持“一边一国”的“台独”分
裂立场，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
基础，导致两岸关系动荡不安。

广大台湾同胞也正是从2008年之前
与之后两岸关系不同道路的境遇对比
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台独”分裂的
祸害，更加深刻地感悟到和平发展才是
正道。因此，两岸关系究竟是何种性
质，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即将在台湾
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必须讲清楚说明白，
不能模糊以对，也不要心存幻想。

遏制“台独”分裂，意志坚如磐
石。讲话中，习近平表明了大陆方面坚
决遏制“台独”分裂的坚定立场。他指
出，我们将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
独”分裂行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绝不让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

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整体和
根本利益之所在，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
复兴之历史必然。在推进国家统一的进
程中，我们必须看到，“台独”势力仍

在顽固坚持和推行分裂主张，是台海和
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推进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最大障碍。我们真诚希望台海
和平稳定继续保持，真诚希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巩固深化。但是在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上，我们意志
坚如磐石，态度始终如一。

两岸同胞携手努力，致力民族复兴
伟业。讲话中，习近平从中华民族整体利
益发展的高度来把握两岸关系发展方
向。他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需要两
岸同胞共同维护，开创共同美好未来需
要两岸同胞共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需要两岸同胞携起手来同心干。

大陆和台湾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努力。我
们真诚希望台湾同大陆一道发展，两岸
同胞共同来建设美好家园，让携手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
旋律，成为两岸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

（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

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之一

2015 年 2 月 27 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提到“获得感”。他强
调，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
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
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
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去年，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座谈时强
调，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
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
展成果。今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进一步指出，把是否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
标准。

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之
一，与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一脉相承，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丰
富和发展，也是对改革实践的新认识。

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统一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道出了
群众的心声。

2016 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指出，经
过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十二五”规划
圆满收官，广大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

2010 年到 2015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从 12520 元增加到 21966 元，年均实
际增长 8.9%，快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同时，居民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

2010 年到 2015 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从0.481下降到0.462。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民医保体系基本
建立。这些都是群众切实感受到的获得感。

此外，获得感还来自精神层面，生活有
尊严，每个人对梦想追求的接近，这个梦想
就是“中国梦”。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首次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曾深情地
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

通过改革在共建共享中实现

获得感怎么实现？
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

动来创造。获得感既是改革的评价标准，
也是改革的目的。改革、共建、共享与获
得感的实现，紧紧联系在一起。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
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
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
有更多获得感。习近平在 2016 年初调研重
庆时强调，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要注重
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2014 年，中央深改组确定的 80 个重点
改革任务基本完成，有关部门完成 108 个改
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370条改革举措。2015
年，各领域改革再提速，中央深改组确定的
101 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有关部
门完成153个改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改革
成果415条。十八大以来，改革一路攻坚克
难，让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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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讲话指明两岸关系前行方向
■ 吴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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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得 感

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3月4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又
提到了“获得感”一词。“获得感”提出一年多来，被习近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
及，从一个接地气的新词成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之一，也成为老百姓切实的感受。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

分别参加两会团组审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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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为迎
接第 106个“三八”
国际妇女节，新疆
阿 克 苏 地 区 库 车
县塔里木乡近 100
名 女 性 群 众 演 员
载歌载舞，表演当
地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的节目。

袁欢欢摄
（人民图片）

3月 6日，中国男女乒乓球队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举行的 2016 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
决赛中双双奏凯，均以3比0战胜日本队，历
史上第20次捧得斯韦思林杯和考比伦杯。

大图：女队捧杯合影。
张纹综摄 （新华社发）

小图：男队庆祝胜利。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中国队男女双夺冠

新华社北京3月 6日电 在
国际经济形势低迷疲软的背景
下，中国政府锐意改革转型，适
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稳
中求进。海外媒体纷纷通过今年
中国两会的窗口，把握新时期中
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信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 日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宣布，2016年中国
经 济 增 长 预 期 目 标 为 6.5％ －
7％，“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
长保持在6.5％以上。

美国《纽约时报》就此表示，
中国政府今年将经济增长目标从
一个具体的数字调整为区间范
围，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路透社报道，政府工作报告
设定区间目标，凸显在经济下行

压力仍大的背景下，中国为宏观
调控预留空间和引导市场预期的
用心考量。

《华尔街日报》 刊文说，当
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正进
行结构性改革。在全球经济疲软
之际，中国政府下调增速目标符
合普遍预期。

美联社报道，中国政府下调了
经济增长目标，表明将长期致力于
用消费支出驱动的自主增长模式取
代基于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模式。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经济学
家表示，即使将新措施的影响考虑
在内，要将经济增长目标保持在
6.5％以上仍然是极其艰巨的任务。

英国 《金融时报》、路透社
等报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了和国内生产总值匹配的财政
赤字预算，从去年的 2.3％提高
到 3％，低于一部分人预期的近
4％。这说明，即使想要缓和经
济下滑造成的冲击，政府仍不愿
意扩大财政刺激。

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李克
强总理宣布，为提高税收结构的
效率并减少税务负担，中国今年
将全面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的相关政策。该项举措至关重要，
中国将从此成为拥有世界上最为
先进的增值税制度的国家之一。

路透社还报道，政府工作报告
表示，将创造 1000 万新增就业岗
位，这表明中国政府努力尝试在支
撑经济发展和重组被称为“僵尸企
业”的低效企业间取得平衡。

海外舆论称赞中国经济目标

“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2016世乒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