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每年都要向全国
人大提交；

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主要领域；

是政府工作报告的细化和具体化；

有力保障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保

障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大战略的推进实施，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今年将有137位工作人员参与计划报告解释工作。

□ 本报记者 田新元

江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万鸟翔

集的长江口水域，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工作

人员近日首次目击到长江江豚跃出水面

的瞬间。在十余年的生态调查中，这是江

豚第一次跟生态环境工作者“萍水相

逢”。江豚是长江的指示性物种，它的现

身直接反映出长江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果。

3 月 1 日，我国第一部流域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迎

来正式实施一周年。记者从国家发展改

革委获悉，一年来，各有关方面认真贯彻

落实长江保护法，推动长江大保护和绿

色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长江经济

带优良水质比例达92.8%，地区生产总

值占全国比重达46.6%，实现了生态环

境保护和经济协同发展“双赢”，对我国

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愈加凸显。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经济发展加快转型

长江江豚被称为“长江的微笑”，是反

映长江生态的“晴雨表”。一年来，江豚逐

浪的生动景象不仅出现在上海，在长江沿

岸的鄱阳湖、洞庭湖、湖北宜昌和江苏南

京，江豚群体出现的频率也明显增加。

“长江的微笑”频现是长江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的一个缩影。据介绍，长江经

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的484个问题已

基本完成整改437个，沿江11省市自查的

5785个问题已基本完成整改5020个，解

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

题。污染治理“4+1”工程扎实推进、成效

显著，沿江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深

入实施，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

60.6%。2021年，长江两岸完成营造林

1786.6万亩、石漠化综合治理391.5万亩、

水土流失治理574.7万亩。

这些成就的取得与长江保护法实施

密切相关。一年来，各地狠抓生态环境

突出问题整改，加强问题台账管理，坚持

按月调度，开展年中调研评估和“回头

看”，对整改不力的地方督办、通报、约

谈，督促问题整改到位。强化治本之策，

深入推进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化工污染

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

和尾矿库污染治理“4+1”工程，加快补齐

污染治理设施短板弱项。全面开启长江

十年禁渔新阶段，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

现全面禁捕，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稳

步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开局良好。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长江禁捕和退捕渔民

安置保障工作的通知》，推动建立健全禁

捕长效机制，加快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深入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从生

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出发，

强化山水林田湖草协同治理。

在生态环境改善的同时，经济发展也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长江黄金水道功能

进一步提升，万吨级船舶可直达武汉，

2021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35

亿吨，同比增长6.7%。综合立体交通网

络日益完善，加快沿江高铁规划建设，14

个长江干线港口铁水联运项目已建成投

运5个。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加

快推进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和成渝地区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

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

显提升。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

展。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

带进出口总值达到17.87万亿元，同比增

长19.4%，占全国比重达到45.7%。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瑞贺

表示，实施好长江保护法，就是要走出一

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把长江经济

带建成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

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

济带和绿色发展示范带，更好发挥长江

经济带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

表示，长江保护法既是一部生态环境

的保护法，也是一部流域绿色发展的

促进法。实施好长江保护法就是要坚

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

济发展的做法，推进长江经济带保护

好生态环境，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实

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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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共抓大保护新格局 开创依法治江新局面
我国首部流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实施一年来，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92.8%，

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达46.6%，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协同发展“双赢”

□ 本报记者 王健生

□ 实习记者 陈荟词

3月4日，进入“两会时间”。

每年的全国人代会，都有一项重要议程，那就是

审查和批准关于上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本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报告，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计划报告”。

计划报告是什么？这份报告具体发挥了哪些作

用？又是怎样编制完善的？

宪法第62条规定，审查和批准这份报告是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之一。这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

国家权力的重要体现。

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每年都要向全

国人大提交计划报告，请代表审查。计划报告主要

报告上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

提出本年度发展计划草案。

这份报告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主要领域。特别

是在社会关心的民生领域，每年的计划报告都会大

篇幅地围绕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

方面，描述上年工作的主要进展和当年目标任务及

主要工作举措，这些与老百姓生活都息息相关。

计划报告正文一般分为三个部分，包括：上一

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完成情况，本年度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政策取向，本年度主要

工作任务。除了正文内容外，还有多个专栏对上一

年度工作、本年度任务进行补充。附录还有名词解

释，对报告中的专有名词进行解释说明，供代表委

员们参考。

实践证明，这份报告全面梳理总结年度计划执行

情况，充分反映上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各项成绩，

有利于从中吸取好经验好做法。通过对各项计划指

标完成情况的评估，则可直面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

矛盾和问题，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可以说，按照全国人大的工作要求，编制实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年度计划，有力地保障了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贯彻

落实，保障了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大战略的推进实施，体现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记者了解到，每年计划报告都会依据既定流程进行编制。上

一年12月起，对标对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起草计划报告初稿，之后征求国务

院相关部门意见。当年1月份，在全国两会召开前45天左右，计

划报告提交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根据财经委

初审意见修改完善后，再报送国务院。经国务院审定后，正式提

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都会派出由司局负责人

领衔的计划报告解释小组旁听两会，做到各个团组驻地“全覆

盖”，他们负责在会议中将代表对计划报告的意见建议尽可能详

细地记录下来，并第一时间坦诚回应有关计划报告的疑问。据了

解，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年将有137位工作人员参与计划报告解释

工作。全国人代会闭幕会议上，人大代表逐一对政府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告、高法报告、高检报告进

行投票表决，表决通过后结果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近年来，报告的起草送审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得到全国人

大财经委的肯定，每年送请全国人大审查都以高得票率通过。

计划报告是政府工作报告的细化和具体化，对发展预期目标

设置、工作举措的描述，要更加详细更加具体。

比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全文约1.7万字，计划报告全文

约3万字，除此之外，计划报告还包括若干专栏和注释。

比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

势。计划报告就以专栏的形式，围绕建立健全政策体系、激活数

据要素价值、推动产业数字化等6个方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相关举

措展开详细部署。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那2021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如何？在“十四五”关键之年的2022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又将朝着什么方向努力？全国两会已至，让我们共

同期待。

计
划
报
告
是
个
什
么
报
告

本报北京 3月 3 日电 记者程晖

报道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新闻发

布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按照大会疫

情防控工作的要求，本次新闻发布会采

用网络视频的形式举行。发布会主会场

设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分会场设

在梅地亚中心二层多功能厅。大会新闻

发言人郭卫民向中外媒体介绍本次大会

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郭卫民表示，2022年是继往开来、

接续奋斗的一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我国将

迎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召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将迈出坚实的步伐。

有记者问，今年中国经济面临三重

压力，预期中国经济今年表现如何？宏

观政策稳定经济的着力点是什么？政协

对此有哪些建议？

郭卫民表示，中国经济走势是舆论

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围绕经济发展建

言献策是全国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

全国政协充分利用人才荟萃、智力密集

的优势，通过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专题

协商会、双周协商座谈会、远程协商会

和专题调研等多种形式，紧扣经济发展

议题开展协商议政，邀请政府部门、企

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一道参与。特别

是每个季度都召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座谈会，深入分析研判一个时期宏观经

济运行的特点和趋势，提出了许多有价

值的意见建议，得到了国务院和有关部

门的关注和重视。

围绕经济形势，委员们认为，面对复

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形势的多

重考验，去年我国经济运行保持稳定恢

复态势，经济增速8.1%，经济总量超过

11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

1.2万美元，这表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没有变。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

年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和不确定，我国经

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委员们认为，今

年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必须将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所作的部署落实到位，

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针对国内

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有委员建议，要推动

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有效拓展国内需

求，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要提高供

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加强关键技术创新，包括打造数字

经济新优势；要十分注重各种政策出台

的统筹和解读，及时研判风险，化解公众

疑虑，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谈及如何看待中国今年的外贸形

势，郭卫民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

势，中国克服了各种困难和挑战，2021

年外贸进出口规模达到了新高，突破了6

万亿美元的关口，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

单。中国外贸产业基础雄厚，具有强大

的韧性，在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外贸企业

的共同努力下，今年外贸运行有望保持

在合理的区间。针对一些突出的问题，

委员们建议，要采取有力措施，做大做强

外贸主体，加快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等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推进内外贸一

体化，进一步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等。

针对中国是否需要对国内防疫政策

作出相应调整，以及防疫政策对国际社会

包括中外交流的影响问题，郭卫民谈道，最

近国外有些舆论认为中国的防疫政策影响

了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这是不正确的。

正是由于中国采取了正确的防疫政策，我

们率先恢复了经济增长，保障了全球产业

链和供应链基本稳定。去年我国的对外贸

易规模、国际市场份额都创造了历史新高，

为全球经贸复苏注入了强劲动力。

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引起国内外的

广泛关注，全国政协围绕人口老龄化开展

了不少工作，成效如何？具体有哪些建

议？郭卫民介绍说，去年，全国政协围绕

这项工作开展了一系列协商议政活动。

例如，围绕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大

力发展“银发经济”、充分发挥老年人积极

作用等建言献策，许多意见建议都被政府

部门吸收采纳。特别是围绕“加快推进社

会适老化改造”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有两

位政协副主席分别带队，前往湖南、四川

两省6市19个县区开展专题调研，围绕老

旧小区的电梯安装、公共场所无障碍、老

年人智能设备应用等了解情况，这三项工

作都是适老化改造的重点。政协委员们

结合调研结果，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

政府负责人座谈交流，面对面通报情况、

研究问题、商讨对策，促进适老化改造工

作切实提升水平。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本次大会有关情况并回应热点话题

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老铁路中老铁路（（江津江津--万象万象））国际货运列车首发国际货运列车首发
3月2日，首趟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江津-万象）国际货运列车在重庆江津珞璜物流园片区的小南垭铁

路物流中心正式发车，共运载37个集装箱，货值约400万元，包括化工品、建筑材料、通用机械、日用百货

等。过去，重庆出口老挝万象的产品，只能依靠公路经云南磨憨口岸至老挝万象，全程需要10天。随着中老

铁路的开通，现在重庆出口货物运输时间缩短至5天左右。

左图：首发列车在小南垭铁路物流中心等候发车。

上图：首发列车从小南垭铁路物流中心驶出。 新华社记者 唐 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