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號手現場奏響宣誓號
角。

2•12名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隊禮兵，分兩列從
會場後方正步行進至主席台前佇立。

3•全體起立。

4•主席台上，3名禮兵邁着正步護送《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入場，並將憲法放置於宣誓
台上。

5•在軍樂團伴奏下，全場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歌。

6•新當選國家領導人進行憲法宣誓。

7•憲法宣誓結束。

資料來源：新華社

憲法宣誓儀式流程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十
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10日上午選舉
習近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會議同
時選舉趙樂際為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選舉韓正為中
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在掌聲中，新當
選的國家副主席韓正起身，向代表們鞠
躬致意。隨後，他走向習近平，兩人
親切握手，習近平向他表示祝賀。韓正
又同王岐山同志握手，相互致意。

▲3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四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憲法宣誓儀式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舉行。這是陸海空三軍儀仗兵正步行進。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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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近3000名人
大代表、逾2000名政協委員在今年兩會上有着
共同關注：中國式現代化。馬恆燕代表希望讓
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惠及每個孩子；王銀香代
表建議通過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為
鄉村振興注入新動能；余國東委員關注 「無廢
城市」 建設和生物多樣性保護； 「國寶守護
者」 馬蕭林委員就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傳播力提
交提案……觀點碰撞、意見匯聚，描繪着中國
式現代化的 「工筆畫」 。

作為年度政治盛會，全國兩會通過完整的
制度程序，深入討論國之大者，回應人民對過
上美好生活的關切，廣納民意凝聚眾智，尋求

破解重大課題與艱巨難題的路徑。這體現了民
主與發展的中國邏輯：為了人民而發展，發展
才有意義；依靠人民而發展，發展才有動力。

兩會期間，中國領導人來到人大代表、政
協委員中間當面聽取意見建議，並作出重要宣
示。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
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時強調，黨中央始終
堅持 「兩個毫不動搖」 、 「三個沒有變」 ，始
終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這一
鮮明有力的表態，令民營企業深感振奮。

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中國式現代
化已變得更加清晰、更加科學、更加可感可
行。

凝聚磅礴之力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上午9時，十四屆全國人大
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在人
民大會堂舉行。大會選舉習近平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
席。會議同時選舉趙樂際為第
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委員長，選舉韓正為中
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韓正，漢族，1954年4月
生，浙江慈溪人，1975年12月
參加工作，1979年5月加入中
國共產黨，華東師範大學國際
問題研究所國際關係與世界經
濟專業畢業，在職研究生學
歷，經濟學碩士學位，高級經
濟師。

科創摒棄幻想
走出自強道路

「我們能不能如期全面建
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關鍵

看科技自立自強。」 習近平總書記在兩會上
的這一論斷，引起代表委員的強烈共鳴。

投身 「國之重器」 30年，從一線技術工
人幹起的單增海代表有深刻感悟： 「大國製
造的科技創新一定要摒棄幻想，走出一條自
強道路。」

小米集團董事長雷軍代表認為，科技型
企業要實現長遠發展，需持續攻關新能源、
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領域，努力在新一輪產
業變革中打造全球領先優勢。

正如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中
國推動高質量發展的 「必由之路」 ，實現人
與自然和諧共生是高質量發展必須走出的
「新路」 ，決不重蹈西方國家 「先污染後治
理」 的覆轍。

做大蛋糕進一步分好蛋糕
全國政協30年來首次增設的環境資源界

別亮相今年兩會，發出為建設美麗中國更加
積極建言獻策和凝聚共識的信號。環境資源
界別有80多位委員，包括環境資源領域黨政
領導幹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科研專家、能
源資源領域企業負責人等。 「高水平生態環
境保護不僅不會阻礙經濟發展，而且會為經
濟發展增添新動能，推動高質量發展。」 作
為環境資源界別委員的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
秋說。

推動高質量發展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
的美好生活需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好做
大蛋糕，同時進一步分好蛋糕──這是中國
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 「蛋糕論」 。

新華社

從一粒黃豆到一張選票

2023年3月11日 星期六A7 要 聞 2023全國兩會
新征程•新氣象

解碼憲法宣誓
如何誕生
2014年10月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憲法宣誓
制度。

2015年7月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第十五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關於實行憲法宣誓制度的決
定》。

2018年2月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第三十三次會議修訂《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實行憲法宣誓制度的
決定》。

2018年3月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的
憲法修正案中增加規定： 「國家工作人
員就職時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公開進行憲
法宣誓」 。

如何宣誓
•宣誓儀式根據情況，可以採取單獨宣誓
或者集體宣誓的形式

單獨宣誓

•宣誓人應當左手撫按《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右手舉拳，誦讀誓詞。

集體宣誓

•由一人領誓，領誓人左手撫按《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右手舉拳，領誦誓
詞；其他宣誓人整齊排列，右手舉拳，
跟誦誓詞。

宣誓場所
•應當莊重、嚴肅，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旗或者國徽。

•宣誓儀式應當奏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資料來源：新華網

▲3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四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憲法宣誓儀式在北
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新華社

韓正當選國家副主席
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產生新一屆國家領導人

「金豆豆，銀豆豆，豆豆不
能隨便投；選好人，做好事，投

在好人碗裏頭。」 這是流傳在上世紀陝甘寧革命根
據地的歌謠，當中描述的 「豆選法」 ，是當時中國
共產黨建立基層政權的重要民主形式。那一粒粒黃
豆，正是中國人民民主初期實踐的生動體現。

而在3月10日的全國兩會上，數千名人大代表
和政協委員，以十四億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為依歸，
依法行使民主權利，投下神聖一票，選舉產生了新
一屆國家機構和全國政協領導人。

從一粒黃豆到一張選票，中國的選舉民主進程
實現了質的飛躍，而這只是反映中國人民民主豐碩
成果的一個切面。留意觀察可知，中國式民主並非
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休眠的民主，而是人民
充分享有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全鏈條參與的
民主。它建立了一種事先協商、綜合考量、最後決
策的民主程序，其獨特優勢在於能最大限度地謀求

實現良政善治，有效解決了現代民主制度中的 「權
利跛腳」 問題。

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正是中
國式協商民主的真諦。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就是
這麼一個謀群策、集眾思、廣納言、合議決、告四
方的民主過程，對涉及國家建設、社會發展及民生
改善的重要事務，通過商以求同、協以成事，找到
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

本次兩會，正是協商民主和共識民主得到充分
展現的鮮活寫照。會議期間，從小組討論，到大會
發言，再到接受記者採訪，代表委員們說實話、議
實事、重實效，指出問題直言不諱，提出建議乾貨
滿滿，以小切口協商討論國家改革發展中的大課
題，貢獻了大量真知灼見。兩會之後，他們還將依
法行使監督權力，推動各項協商民主成果落到實
處，真正做到取信於民。

從延安窰洞到北京人民大會堂，從 「小豆選」

到 「全民主」 ，中國共產黨不斷探索和發展適合中
國國情的民主道路，使人民民主在東方大國落地生
根、繁榮發展，走出一條基於中國實踐、體現中國
特色的全過程人民民主道路，保障中國人民享有最
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

事實上，衡量一國政治制度優劣的根本標準，
就是看它是否以人民為中心、是否有利於實現國家
富強。正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上的全過程人民民
主，使中國在短短幾十年時間內，完成西方發達國
家在幾百年走過的現代化道路，進而發展成為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

相信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全過程人民民主還將繼續發揮
積極作用，匯聚各方智慧，集納各界良策，推動改
革發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同時它也將在實
踐的沃土中不斷汲取養分，茁壯成長，枝繁葉茂，
繼續展示出巨大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 鄭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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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正，漢族，1954年4月生，浙
江慈溪人，1975年12月參加工作，

1979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問
題研究所國際關係與世界經濟專業畢業，在職研究
生學歷，經濟學碩士學位，高級經濟師。現任中華
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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