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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3 月 11 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高
票通过。这是继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后，中央完善香港法
律和政治体制的又一重大举措。决定的通过，为堵塞香港
现行选举制度漏洞，从制度机制上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
港”原则，确保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确保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和“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宪
制保障。
　　香港现行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主要内容都
是 30 年前由基本法确定的，由于历史原因，存在一些明显
缺陷。香港回归后，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现行
选举制度的缺陷逐步显现，特别是在 2019 年“修例风波”
和第六届区议会选举过程中，暴露得更加充分。反对派在
外部势力支持下以争取“民主”为幌子，不断蛊惑民意、煽
动对抗，导致香港社会争拗不断、撕裂加剧，日益政治化、
激进化。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已经不得不改、非改
不可。
　　创设特别行政区、建立特别行政区的制度，权力在中
央。中央政府对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负有最大
责任，对“一国两制”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和香港基本法的正
确实施负有最大责任。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必须
在中央的主导下进行。全国人大从香港实际情况出发，通
过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赋予选
委会新职能，扩大立法会规模、调整选举方式，以及设立候
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等安排，就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
制度作出决定，完全合法、十分必要、极其重要。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
性、符合香港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委员会，
由五个界别共 1500 名委员组成。这套新的制度架构充分
体现了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原则，扩大
了香港居民政治参与，也更好地将国家利益与香港社会整
体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选
委会肩负两个重要职责，一是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和选出
行政长官侯任人；二是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选举立法
会部分议员。这项安排借鉴了香港市民熟悉的方式，突破
了某个界别、地区或政团的局限性，有利于保障最广大居

民的根本利益，巩固和维护基本法规定的行政主导体制，
使得香港民主在稳步发展的同时有效维护国家和香港的
整体利益。
　　在新的规划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增至每届
90 人，通过选委会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分区直选三种方式
分别选举产生。这一设计响应了香港社会多年来扩大立法

会规模的呼声，也充分考虑了立法会运作的效率及其所代
表人口的比例。针对现行选举制度存在的不足，以及由此
导致的种种选举乱象，合理设定三种产生议员的方式，很好
兼顾社会各界别、各阶层、各方面利益，将有力促进立法会
去政治化、去极端化、去碎片化，确保全面落实“爱国者治
港”原则。

　　此次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还将设立香港
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
委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
的资格。这是为了切实维护国家安全，防止近年来一些
参选者严重逾越国家安全红线、肆无忌惮危害国家安全
情况再次发生，是杜绝香港选举成为国家安全重要缺口
和隐患可能性的重大安排。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意义重大，也是一项
紧迫任务。决定通过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授权，将
会同有关方面启动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相关修
例程序，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作
出具体明确规定。在国家层面完成对附件一和附件二
的修改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据此对本地有关法律作出
相应修改。伴随全部工作的完成，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
制度将真正做到既充分尊重公众的民主权利，又切实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既保证各类选举的公正、
公平、公开，又切实有效阻止反中乱港分子、国际反华势
力的政治代理人进入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实现选贤任
能、促进良政善治、保障长治久安。
　　必须指出的是，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特别行政
区选举制度是中国的地方选举制度，如何设计、如何发
展、如何完善完全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连
日来，香港市民纷纷通过线上线下签名热烈响应完善选
举制度，支持通过此举落实“爱国者治港”。任何外国都
应恪守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全面准确理解
尊重“一国两制”，真心诚意支持香港繁荣稳定。我们也
正告各种反中乱港势力，放弃妄图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
管治权的痴心妄想，切莫继续误判形势。中国的香港必
须由爱国者来治理，天经地义，不容挑战！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谋划香港的
未来，办好香港的事情，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必须排除
一切干扰，回归“一国两制”原则的初心。完善特别行政
区选举制度，确保香港民主制度在“一国两制”制度框架
内、在宪法和基本法轨道上更健康、更顺利地向前发展，
这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实践的应有之义，是丰富发展

“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实践的时代召唤，将确保“一国两
制”实践行稳致远，让香港的明天更美好！
            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

丰富发展“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实践的重大举措
评全国人大通过决定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在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当
口，中国共产党明确判断：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
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判断意味着
什么？中国怎样抓住今后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
　　这一新判断表明中国将心无旁骛地乘
势而上，朝着既定目标办好自己的事情。
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样属于世界，可
望为世界发展持续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在新起点上开好局尤为重要。21 世
纪前 20 年，中国积极作为，创造奇迹，消除
千年绝对贫困，全面小康实现在即，经济上
了大台阶，各领域成就瞩目，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2020 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 100 万
亿元，是 2000 年的 10 倍多，占世界的比
重从约 3.6% 提高到预计超 17%。在经受
考验之后，中国经济愈加彰显强劲韧性。
　　而要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要应对国际环
境复杂变化等新挑战。
　　用好战略机遇期，中国改革将继续挺
进“深水区”，在重点领域争取有更多新突
破，进一步激发发展的潜力、活力。同时，
在不断扩大开放中倒逼改革。经济社会
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为新能源、环保产
业创造巨大市场机遇。
　　用好战略机遇期，中国将狠抓创新
这个“牛鼻子”，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以
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第
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兴起，为中国高质量
发展带来重大契机。中国的芯片等产业

“卡脖子”技术的短板仍突出，企业创新
精神还需提升。
　　用好战略机遇期，长期执政的中国共
产党将继续强化自身建设，推进理论创新，
持续强力反腐，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维护战略机遇期，中国将致力于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继续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与各国共同发展。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但
是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清华大
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鞠建东认为，战略机遇期里，中国需要处理好三个
核心竞争关系——— 全球治理体系的竞争、国际金融体系的
竞争和技术竞争，需要从顶层设计去思考和安排。
　　总体而言，当前中国处在一个多重时期叠加、多重任务
交叠的发展过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城镇
化持续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人口老龄化加速等，这些既有
机遇，又有挑战。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观大势、谋全
局、计长远，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大道，中国发展前景可期。
    （记者李来房、王君璐）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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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姜刚

　　今年 3 月 12 日是我国第 43 个植
树节。作为增加森林碳汇的创新举
措，林长制在有效提升森林和草原等
生态系统功能的同时，也面临一些困
难挑战，下一步要让林长制成为保护
发展森林资源的长效机制，更要成为
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

“林长治”。
　　森林和草原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
统，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长
期以来，少数地方林业发展中存在理
念淡化、职责虚化、举措泛化等问题，
而破题之策也一直在探索中。
  2017 年以来，安徽、江西在全国
率先探索林长制改革，建立以党政领
导负责制为核心的保护发展森林资源
责任体系，随后多个省区市相继跟进。
　　记者近期走访发现，多个林长制改
革地区通过各级林长的统筹协调以及
齐抓共管、上下联动、部门协助，初步解
决了森林和草原资源保护的内生动力
问题、长远发展问题、统筹协调问题，特
别是一些地方探索“五绿”协同，即强化

“护绿”、大力“增绿”、严格“管绿”、多效“用绿”和深化“活
绿”，取得明显实效。
　　比如，安徽 5.2 万名林长守护 417 万余公顷森林，全
省森林覆盖率超过 30% 。有的地方培育各类林业新型
经营主体，发展林下经济，带动林农“不砍树、能致富”；有
的地方实行“林长制+矿山山长制”，推进矿山生态修复；
有的地方运用智慧管理平台，在线监测乱砍滥伐行为。
　　尽管林长制改革取得一系列成果，但由于其涉及面
广，牵涉群体庞大，个别地区还面临一些困难挑战。
　　有的林长对改革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认识不足，
对职责任务和责任区域的森林资源情况了解不够，在农
村绿化、重点生态廊道等方面，存在“重建轻管”现象；有
的地方防林业有害生物、防森林火灾形势较为严峻；有的
地方森林、湿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亟须提升。这些
困难挑战与林长制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息息相关，有待各
地在下一步工作中创新突破。
　　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
见》，提出确保到 2022 年 6 月全面建立林长制。全面推
行林长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各方面力量，建立完
善的制度体系，各地要借鉴试点地区的经验，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让林长制从“有名”到“有实”转变，在推行林长
制的过程中实现“林长治”。
　　保护发展森林资源，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用
发展的眼光、理性的态度看待林长制改革，不断创新方式
方法，加强要素保障，全力破解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困难，
补强薄弱环节。
  具体来说，既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让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也要探
索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路径，增强广大群众的获
得感，共同为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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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条件让更多公民参与植树造林
　　春光无限好，植树最当时。在全国两会闭幕之际，我们
又迎来第 43 个植树节。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现在
不少城里人都很乐意走出家门，动手栽下一棵小树苗，体验
劳动与绿色带来的双重喜悦。
　　然而，意愿虽好，现实却有些尴尬。除了个别地方、
公园零星地开展一些认养活动，植树活动还多以单位或
集体组织的方式开展，缺少对个人参与植树的统筹考虑
与安排。城里人想参与却不知到哪里去植，也缺乏植树
和养护的相关知识。
　　生态观念的普及、绿色环保意识的提升，是党和政府及
社会各界多年努力的结果。现在，观念意识问题解决了，一
些实际问题却亟待处理。如何凝聚起广大公民自发建设美
丽中国的集体力量，是一个新课题。
　　现在，城里人到城郊、农村观光、采摘已成气候，如果
能把植树也纳入其中，引导广大市民到一些地方种树、护
树，带上孩子一起参加一些为祖国添绿的劳动，并蔚然成
风，岂非好事一桩？在这件事上，农林科技等部门大有
可为。
　　植树不只是一项活动，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过去 10

年，我国森林资源增长面
积超过 7000 万公顷，居全
球首位，但潜力仍然巨大。

创造更好的条件，让更多公民参与植树，美丽中国会更加生
机勃勃。
        (记者周闻韬)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

　　“十四五”规划开局落子，今年两会格外引人注目。在
新华社客户端和中国搜索联合推出的“热搜榜”中，每日有
关两会的话题冲在全网最热新闻前列，占比超过 60%！
　　“热搜榜”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时追踪全网多平台的热
词、热门事件，并形成榜单。统计数据显示，在两会新闻中，
有关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意见建议消息，往往霸屏热搜。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推动
实现适度生育水平，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全国人大代表聂鹏举建议，加大宣传力度，强化生育保
险意识，加快生育保险的立法工作以及扩大职工生育保险
覆盖范围。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方面，全国人大代表温艳嫦
提交建议：逐年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体现
社会对老年人的关心关怀，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从关注生育保险的立法工作，到呼吁提高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这些建议无一例外地传递出了对“小
家”的关爱。
　　为小家“减负”，让我们感受到了两会中的民生温度。
　　除了关注“小家”的幸福，很多代表委员把目光放在了

“大家”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网络游戏”也是一大热门关键词。近年来，网络游戏对

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为破解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困局，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建立统一的游戏防沉迷系统、网络游戏开启实名制人脸识别
等建议冲上热搜，体现了代表委员对年青一代的关心。
　　代表委员为“大家”发声，让我们体会到了两会中的务
实态度。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
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人均预期寿
命再提高 1 岁。
　　全国政协委员戴秀英将接种 HPV 疫苗纳入医保的建
议，受到网友广泛关注，搜索热度值达到 271 万。
　　     新华社新媒体中心 中国搜索联合出品

延迟退休、生育保险、防沉迷网游……

“热搜”中有你关心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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