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2020年5月22日 星期五

全面小康 千年梦想定能实现
本报记者 申孟哲 严 瑜 李亚楠 李昌禹

因为疫情推迟两个
多月的 2020 年中国两会
正式开启。

在4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湖北保卫
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全国
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就在同一天，新华社正式对外公布
全国两会召开的权威消息。无疑，两会
的顺利召开是中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的一个标志性体现。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在世界多
个国家肆虐，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能给
世界带来怎样的参考？在常态化疫情防
控的特殊背景下，中国如何兼顾人民生
命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世界经济
发展的稳定器，“后疫情时期”的中国还
能不能动力十足？回答这些问题，中国
两会无疑是重要的观察窗口。

世界可以从今年的中国两会看到
三个“心”。

一是空前凝聚的民心。全国动员、
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在中国
4 个多月的战疫历程中，14 亿中国人众
志成城。他们中有“白衣执甲”的医务工
作者，有“忙得没时间害怕”的社区干
部、警察和志愿者，有“宅家也是抗疫”
的普通百姓，有“没为武汉拼过命，就为
湖北拼个单”的可爱网友……战疫期
间，全中国的高频词无疑是“中国加
油”。可以说，战疫既是一次与病毒的战
争，又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这次参加
两会的代表委员中，很多人在一线参与
了战疫，他们的经历将成为新闻富矿，
反映民心所向。

二是战胜困难的信心。突如其来的
疫情给中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一季度
GDP 同比下降 6.8%，经济下行压力增
大，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大，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但中国
经受住了疫情大考，举全国之力，用1个
多月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 2
个月左右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
制在个位数以内；用 3个月左右时间取

得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的
制度优势，这也将成为中国应对经济社会发展挑战的宝贵精
神财富。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切实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
关，加快新基建进度……中国已经开始积极布局“后疫情时
期”，奋力化危为机。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对这些热点议题充
分细致的讨论，将展现中国式民主，传递中国信心。

三是完成任务的决心。2020 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受疫情影响，国内外形势更加
复杂严峻，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预期目标任务，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工作要抓紧抓实抓细，公共卫生短板要尽早
补齐，脱贫攻坚要啃下最后的硬骨头，“六稳”“六保”要
落到实处……这些问题都事关整体任务的完成。人们看到，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连续赴地方考察调研，他重点关注常态化
疫情防控下的复工复产、脱贫攻坚问题，提出了很多新思考
和新要求。时不待人，今年全国两会不仅将公布中国应对挑
战的最新举措，也会为接下来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吹响冲锋号。 张远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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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新年
贺词中如是说。

什么是小康？从汉代 《礼记·礼运》
以来，丰衣足食的“小康”就是中国人对
理想社会的描绘，是中国老百姓孜孜以求
的“千年梦想”。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 2020 这个
“决战决胜”年份增添了许多压力。中国
是否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又
将如何继续发力民生事业，实现经济
社会的平衡发展？我们采访了几位参
加今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请他们
畅抒己见。

底气十足 圆梦全面小康

就业是民生之本。受疫情影响，就业承压最重。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赖明勇告诉本报记

者，疫情使低收入群体工资性收入受到较大影响；外
贸需求减少、农产品滞销，进一步加剧了低收入群体
的增收困难。

“我们看到，各级党委政府出台了细致的政策措
施，帮扶困难企业，做好大规模人员外出务工的组织
服务，提升困难群众劳务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迅速恢
复春耕备耕等重要生产物资调入和农产品调出的物流
通道，提升困难群众经营性收入水平。精准摸排、精
准识别、精准帮扶，这些措施让人感到很温暖。”赖
明勇说。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卢
天锡告诉记者，通过组织网络就业培训、贫困劳动力
就业情况大数据监测、“点对点”包车等方式，江西
全省已经运送农民工9.34万人外出复工；同时引导就
地就近就业，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优先选聘受疫

情影响的贫困家庭劳动力参与扶贫项目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人民政府州长龙晓华介绍，为了对冲疫情对旅
游业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当地跟踪帮助转移就

业人员返岗，把旅游“空档期”变成“提档
升级期”，提升旅游品质，同时对实体经

济进行减免和帮扶，成效明显。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一师 13 团 11 连职工

尤良英说，当地农产品虽然因为疫情变得“不好卖”
了，但职工正努力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等新形式，
打开农产品销路。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大家看到了祖国的强大，
看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心，也看到了团结一心向
前走的力量，今年我们一定会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尤良英说。

化危为机 激发内生动力

疫情给中国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带来挑战，但越是
面对困难挑战，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
发展，从眼前的危机中抢抓和创造机遇。

在 接 受 本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君 乐 宝 乳 业 集 团 董 事 长 兼 总 裁 魏 立 华 说 ， 尽 管
有许多困难，但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可通过制度性、结构性、市场性
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

“以奶业为例，产业链上游是数百万养殖农户，
中游是加工、销售的百万劳动大军，下游连接亿万消
费者家庭，产业扶贫、精准扶贫空间非常大。”魏立
华说，这些年君乐宝在河北三县采取产业扶贫、项目
扶贫的方式，直接带动了 5000余户贫困户增收脱贫，
增加近4000个就业岗位。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今年带
来了关系到“民以食为天”的提案。他告诉记者，受
非洲猪瘟影响，2019 年，全国生猪存栏同比下跌
27.5%，今年叠加新冠疫情，使生猪供给可能较长时
间处于偏紧状态。要提振这一民生产业，必须实施综
合性的提振复产措施，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同时加强
跨区域协调，并鼓励企业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加大技
术创新和人才培养。

卢天锡介绍，现在受疫情影响，大部分农村扶贫
项目推迟开工、延期复工，而距离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只剩下半年多，时间紧，任务重。为确保按期完
成目标任务，下一步政府部门应尽可能简化扶贫
项目审批手续，专门开辟审批绿色通道，简化评
审、采购等程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
告诉记者，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经贸
交往活跃度将比较低迷，必须激活国内市场
潜力、畅通内部良性循环、强化居民消费
引擎；另一方面，对产业链供应链进
行修复稳定、优化升级，防止短期
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牢牢
守住经济发展的底线。

面向未来 关注发展质量

在访谈中，多位代表委员都表示，全面小康社会
今年一定能如期建成，从现在起，更要着眼未来，
用更全面、更高质量的发展，带动经济社会持续协
调前行。

“三农是基本盘，民营企业是毛细血管，他们与实
现全面小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同时又相对是发
展短板，抗风险能力更弱，更容易受到影响。建议优先
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加强对农民持续增收的政
策扶持；同时，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依然存在，仍需更加细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支
持。”魏立华说。

全国人大代表、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表示，从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较之主要发达国家，中国
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发展还比较滞后。在今年以新基建
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蓝图中，应当更加重视智能物流等
新型基础设施，推动货物流通更加顺畅、生产服务更
加高效。

张连起对记者表示，调控“组合拳”必须更有针
对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要协同发力。
同时，地方政府应主动作为，一手加大投资补短板力
度、支持制造业改造升级，一手从战略谋划布局的高
度创造机遇，如推进都市圈、数字城市建设以及网络
型城市群结构拓展，加快旧城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
等，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
代力度，打通产学研创新链、价值链。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认
为，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后，千万不能有万事大
吉、刀枪入库的想法，重点要关注“后扶贫时代”，
关注摘帽贫困地区的成效巩固问题，将其与乡村振兴
战略有效衔接。

“今年中国将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
困现象可能仍将长期存在，有针对性的扶贫减贫仍
将是一项长期工作。我在今年的提案中建议，可以
制订新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体系，增加精准措施，
搭建新的应急救济、长效帮扶社会管理体系。”刘永
好说。

图①：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猫场
镇箐口村箐口小学幼儿园，孩子们开心
地笑着。 罗大富摄 （人民图片）

图②：江苏省淮安市淮海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生为社区居民免费检查身体。

赵启瑞摄 （人民图片）
图③：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双堆集

镇吴井村贫困户吴书杰夫妇正在大棚内
为早熟葡萄进行疏果管理。

万善朝摄 （人民图片）
图④：云南省西畴县西洒镇瓦窑幸

福新村全貌。 吕德仁摄
图⑤：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螺溪

镇建丰村互助养老之家，老人们正在讲
故事聊天。 司马天民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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