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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A03

习近平：扶贫要少搞“盆景”多办实事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3月8

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广西代表团审议。

有代表从大会餐桌变化谈到更
加自觉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说以
前不少代表都不在驻地吃晚餐，现在
基本都在驻地吃饭，自助餐盘子都要
见底。总书记幽默地说，看来肚子里
油水少了。会场发出会心的笑声。

陈武代表说，自治区去年取消下
放调整168项行政审批事项。习近平
强调，既要放也要接，“自由落体”不
行，该管的事没人管了不行。

习近平了解到去年自治区贫困
人口减少了100万，他追问：“现在还
有多少？”“还有500万。”总书记说，到
2020年还有5年，那就是每年要脱贫
100万人口。

百色市田阳县新立村党总支部

书记罗朝阳代表回忆了2010年习近
平到村里考察的情景，并介绍说，5年
来通过种植西红柿、花卉等作物，村
民收入有了明显改善，给周边村屯发
展做了示范。总书记说，希望下一个5

年，你们村和整个百色地区能够同全
国一起实现全面小康。

审议中，代表们还就完善国家扶
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政策、依靠特色
产业扶贫等提出建议。

“你们种植的核桃与北方核桃比
有什么优势？”“农民搬迁后，原来的
宅基地和承包地怎么处置？”“地方配
套资金落实了吧？”习近平询问着一
个一个具体问题，并把代表的意见和
建议一一记下。总书记说，要看真贫、
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
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并
要求中央有关部门注重解决扶贫攻
坚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８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８日下
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
体会议，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托，张德江委员长向大会报告工
作。会议并听取了关于立法法修
正案草案的说明。

关于今后一年的工作，张德
江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５年
将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

领域立法。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需要出发，突出重点、统筹兼顾，
科学确定立法项目。

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法律制度，修改证券法、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种子法、农村
土地承包法、广告法等，抓紧研
究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

二是健全民主政治立法，修
改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代表法、
行政复议法等。推进反腐败国家

立法，研究修订行政监察法。
三是推进社会领域立法，制

定社区矫正法、反家庭暴力法、
中医药法、慈善事业法，修改食
品安全法、红十字会法，通过刑
法修正案（九）。

四是加强文化、教育、生态
领域立法，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法，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
教育法律等。

五是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
设，制定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
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
网络安全法等。

张德江表示，将健全立法机
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拓宽公
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向地
方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探索
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增强
立法针对性，推进立法精细化，
不断提高立法工作水平。

张德江指出，湖南衡阳破坏
选举案已经依法依纪严肃查处。
这个案件教训十分深刻，必须引
以为戒，完善制度，堵塞漏洞。要
切实加强党对人大代表选举工
作的领导，把好代表“入口关”，
坚持严格依法办事，充分发挥各
级人大常委会职能作用，完善代
表资格审查机制，加强对选举全
过程的有效监督，确保选举工作
风清气正。

反反腐腐败败国国家家立立法法今今年年将将推推进进
张德江向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作报告，点名衡阳破坏选举案

外交部长王毅发布会回应日本应该直面侵略历史问题

7700年年前前输输战战争争，，现现在在别别再再输输良良知知
3月8日10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

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外交部部长王毅就中
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谈中日关系：

历史问题做得如何，日本当政者请扪心自问

日本广播协会记者提问：
中国政府今年将举办纪念第二
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
式，中方打算邀请安倍首相吗？
在日本有不少民众认为中国是
不是利用历史问题作为武器来
贬低日本这些年来对世界和平
的贡献，中伤日本在国际上的
信誉。如果中国作为大国有宽
广的胸怀，是不是应该调整对
日政策？

王毅对此回答说：今年是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争胜利 7 0 周
年。中方参照其他国家的做法，
举办包括阅兵式在内的活动十
分正常、自然。我们会向所有的
有关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发
出 邀 请 ，不 管 是 谁 ，只 要 诚 心
来，我们都欢迎。

“你刚才又提到了历史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中日关系，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一声，究竟原
因何在？我想起一位中国的外交
老前辈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他

认为，加害者越不忘加害于人的
责任，受害者才越有可能平复曾
经受到的伤害。这句话既是人与
人的交往之道，也是对待历史问
题的正确态度。”王毅说，日本的
当政者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如何，
首先请扪心自问，世人也自有公
论。70年前，日本输掉了战争，70
年后日本不应再输掉良知。是继
续背着历史包袱不放，还是与过
去一刀两断，最终要由日本自己
来选择。

谈“一带一路”：

不能用过时的冷战思维去看待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
问：中方如何看待有人将“一带一
路”比作“马歇尔计划”，或者称中
方借拉紧周边经济纽带以谋求地
缘政治和其他利益？

王毅表示：“一带一路”比“马
歇尔计划”既古老得多，又年轻得
多，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说古老，是因为“一带一
路”传承着具有两千多年历史

的古代丝绸之路精神，我们要
把这条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互
通有无的路走下去，并且让它
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说年轻，是因为“一带一路”
诞生于全球化时代，是开放合作
的产物，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更
不能用过时的冷战思维去看待。

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
中，我们将坚持奉行“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坚持平等协商，
充分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我
们将注重照顾各方舒适度，注
重保持透明和开放，注重与各
国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注重
与 现 有 地 区 合 作 机 制 相 辅 相
成。“一带一路”的理念是共同
发展，目标是合作共赢。它不是
中方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
国共同参与的“交响乐”。

谈南海填海造地：

在自家院里施工，不接受别人指手画脚

中新网记者提问：据报道，
最近中国正加紧在南海岛礁填
海造地，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南
海政策乃至周边外交政策已经
发生了变化？

王毅表示：中国在自己的
岛礁上开展必要的建设，不针
对也不影响任何人。我们不会
像有的国家那样跑到别人家里
去搞“违章建筑”，也不会接受
在自家院里施工时被人指手画

脚。只要是合法合理的事情，我
们就有权利做。

同时，中国将继续维护好南
海的航行自由，继续致力于通过
直接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议，继
续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
性作用。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旨
在奉行“亲、诚、惠、容”理念，实
现睦邻、安邻、富邻，这一政策没
有变，也不会变。

对于《环球时报》“不断有

缅甸边民越过边境进入中国这
侧，是否对中国西南边境的安
全构成压力”的问题，王毅表
示，缅北局势出现了一些动荡。
邻居家有事，我们当然很关心。
中国的立场很明确，缅北问题
是缅甸的内政，希望得到和平
解决。同时，中缅边境不能乱，
缅北地区要稳定，因为这符合
中缅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
益。

3月8日，王毅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
外记者提问。 新华社发

本报特派记者 高扩 3月8日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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