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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應出席委員
2154人，實到2110人，符合規定人數。

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全國政協副主
席石泰峰、胡春華、沈躍躍、王勇、周
強、帕巴拉．格列朗傑、何厚鏵、梁振
英、巴特爾、蘇輝、邵鴻、高雲龍、陳
武、穆虹、咸輝、王東峰、姜信治、蔣作
君、何報翔、王光謙、秦博勇、朱永新、
楊震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下午3時，石泰峰宣布大會開幕，全體
起立，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大會首先審議通過了政協第十四屆全
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議程。

王滬寧代表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
常務委員會，向大會報告工作。王滬寧表
示，2024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
年，是實現 「十四五」 規劃目標任務的關
鍵一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
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沉着應變、
綜合施策，順利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
要目標任務，中國式現代化取得新的重大
成就，更加堅定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奪取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決心和
信心。

為港澳青年舉行75場國情報告會
王滬寧提及，全國政協常委會發揮港

澳在我國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中的作用等，提高協商議政質量。發揮統
一戰線組織功能，畫好最大同心圓。落實
走訪港澳委員制度，組織深化港澳與內地
交流合作考察，支持以 「進校園」 形式面
向港澳青年舉行75場國情報告會。

對於2025年工作，王滬寧表示，要堅
持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政協的全面領導；要
強化思想政治引領、廣泛凝聚共識；要緊
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議政建言；要健全人
民政協協商民主機制。

王滬寧說，越是形勢複雜、任務繁
重，越需要團結一心、眾志成城，不斷鞏
固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
同體意識，加強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
他指出，要創新開展政協對外友好交往，
支持委員對外積極發聲，講好中國故事、
中國人民民主故事。

王滬寧強調，要緊扣推進中國式現代
化議政建言。要把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作為工作主線，聚焦中共中央關心和人民
群眾關切，着眼事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的重大戰略性問題，組織開展深入調查研
究，為中共中央制定 「十五五」 規劃建議
建真言、謀良策。

提出提案6019件 99.9%已經辦覆
全國政協副主席蔣作君代表政協第十

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向大會報告
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以來的提案工作情
況。全國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以來，共提
出提案6019件，經審查立案5091件，
99.9%的提案已經辦覆。提案緊緊圍繞推
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動高質量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等建
言獻策，一大批意見建議轉化為推動經濟
社會發展的政策舉措，落實到相關發展規
劃、法律法規和制度文件中，提案的作用
進一步彰顯。

東方之約：牽動全球目光 解碼中國之治

▲3月4日，喬
紅在 「委員通
道」 接受媒體採
訪。 中新社

數說提案工作情況報告
全國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以來
•提出提案6019件
•經審查立案5091件，其中委員

提案4609件，集體提案482件
•遴選並督辦重點提案77項
•99.9%的提案已經辦覆

•經濟建設方面提案：2200餘件
•政治建設方面提案：600餘件
•文化建設方面提案：600餘件
•社會建設方面提案：1500餘件
•生態文明建設方面：700餘件

大公報記者馬靜整理

港 人 看 兩 會

3月4日，隨着全
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
議隆重開幕，2025全
國兩會時間正式開

啟。這場春天的盛會，不僅是中
國政治生活的大事要聞，更是一
場牽動全球目光的 「東方之
約」 。兩會的議題既是中國經濟
社會發展的 「計劃書」 ，也是世
界觀察中國治理邏輯的 「解碼
器」 。

處於「十四五」收官之年、
「十五五」 謀篇之時的關鍵節點
上，今年的全國兩會被視為檢驗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成色、校準
未來發展航向的關鍵平台。經濟
增速預期目標如何設定、民營經
濟的活力怎樣激發、科技創新如
何加速布局……每一項議題都關
乎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也牽動
着全球經濟的脈搏。

2025年還是進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要一年，中共二十屆三

中全會部署的300多項重大改革舉
措，需要在全國兩會上進一步細
化 「施工圖 」 、敲定 「責任
書」 。

外界普遍關注，新一年中央
將祭出怎樣的改革組合拳，如何
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以
制度重構釋放14億人的內需活
力；如何刀刃向內打破 「隱形藩
籬」 、消除行政壁壘，構建全國
統一大市場；如何在 「一老一
小」 、教育醫療等方面不斷增強
百姓的獲得感，以改革破題攻堅
提升基層民生福祉。

可以說，中國兩會釋放的信
號，不僅是國內經濟發展的 「指
南針」 ，更是全球經濟復甦的
「強心劑」 。世界期待從兩會中
讀懂中國經濟平穩健康增長的
「密碼」 ，更期待於中國的增長
中搭上快車、分享紅利。

與此同時，兩會還是中國對
外事務的重要 「發聲場」 。從

「一帶一路」 倡議的落地生根，
到全球發展倡議的蓬勃興起，中
國以開放的姿態、務實的行動，
不斷為世界提供穩定性和確定
性。國際社會希望通過中國 「兩
會」 上開放透明的信息交流，捕
捉到更多和平、合作與發展的信
號，期待中國在 「做好自己的
事」 中貢獻公共產品、回答世界
之問，在推動多邊合作、化解地
緣衝突中發揮更大的引領作用。

歷史總在關鍵處落筆。處於
承前啟後的時間坐標點，2025全
國兩會必將像一個棱鏡，折射出
中國式現代化的多維光譜。這裏
有頂層設計的宏闊，也有民生溫
度的精微；有破立並舉的勇毅，
也有謀定後動的從容。當世界在
不確定性中尋找錨點，中國以這
場春天的對話告訴世人：發展的
真諦，從來不是獨舞者的炫技，
而是與時代同頻、與世界共鳴的
協奏曲。

在位於深圳前海的辦公室
裏，王柏榮（圓圖）專注地刷新着
網頁，仔細瀏覽着每一條全國兩
會的最新動態。這個曾在北京大
學求學和工作的香港青年，心裏
始終牽繫着國家大政方針的每一
個重要信號。因為這些年來，正
是國家一次次釋放惠港新政，深
刻影響着這個港青的人生抉擇。

「我剛到北京時，港人在辦
證、開戶、租房等程序都很複
雜，一度讓我打起了退堂
鼓。」 王柏榮對大公報回
憶說， 「是兩會上，許
多代表委員提出的議
案、提案和建議，引起
了國家和有關部門的重
視，最終促成了人才流
動、留居生活等多項惠港舉措
的落地，讓很多港青能夠安心在
內地學習、工作，也讓我在環境
迥異的北方扎下根來。」

扎根北京後，他和幾位朋友
成立了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希望「給在北京
的港青一個家」。接下來，在各方
支持下，王柏榮等策劃籌辦超過
50次大型活動，為近萬人次的京
港青年交流搭建了穩固的橋樑。

慢慢地，這個香港青年越來

越能理解國家政策的設計初衷，
也越來越融入這片古老廣袤的土
地。2018年，在北京大學攻讀碩
士研究生期間，他主動請纓參加
扶貧工作，到廣西防城港市掛職
鍛煉。看到當地農村小學教育設
施缺口較大，他積極聯絡在北京
的香港青年捐贈電腦和學習用
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公布以後，借助兩會平台，許
多代表委員都就加快大灣區市場

一體化、推進產業數字化建設
建言獻策，不少建議陸續
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之
中，不斷推進優化政策
措施，幫助港青們減輕
創業負擔。

「如今，我已回到粵
港澳大灣區，在深圳前海從事

科創領域的創業。身邊的很多同
事都是香港人和港澳高校的畢業
生。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他
們很方便就住進人才公寓，有更
多的精力可以投入到高精尖產業
的研發和推廣中。」 王柏榮說，
「隨着兩會推進更多惠港政策的
出台，北上創業者的發展前景也
越來越廣闊、順暢，從去年開
始，我們的創業項目也逐步走上
正軌。」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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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構建人形機器人大工廠 AI算法驅動
中國在機器人領域取

得了哪些新的突破？作為
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未來

還應該在哪些方面發力？全國政協十
四屆三次會議第一場 「委員通道」 集
體採訪活動4日在人民大會堂中央大
廳北側舉行。

全國政協委員、多模態AI系統實
驗室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喬紅介
紹，中國構建了人形機器人大工廠這
一核心技術底座。

令自動化更可靠穩定
喬紅介紹，我國機器人技術已經得到飛

躍式發展，和國際先進水平的距離顯著減
少。近三年我國工業機器人的裝載量達到全
球的二分之一以上，探月機器人帶回月壤。
從另外一方面說，人形機器人的技術迅猛發
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構建了人形機
器人大工廠這一核心技術底座，它能夠快速
形成低成本和相對高性能的機器人系統，服
務國家的工業和農業。

「人形機器人的形狀像人，自由度非常

多，可以直接使用我們的工具，很可
能在不久的將來影響我們的生產和生
活方式。」 喬紅介紹，她所在的中國
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自主研發了Q系
列人形機器人，構建人形機器人大工
廠這一核心技術底座，核心技術底座
通過智能算法對硬件系統不足的補
償，通過類腦智能、神經科學、人工
智能技術的充分融合，形成了核心的
壁壘。

談及機器人技術的下一步發展方向，喬
紅表示，未來機器人系統將面臨國家更大更
重要的舞台，不僅需要考慮機器人系統的批
量性，更重要的是要考慮機器人系統的可靠
性、穩定性、通用性、智能性、安全性，這
不僅是市場的需求，也是廣大科技工作者和
企業家的共同夢想和挑戰。

如何把人工智能的通用性泛化性，把自
動化的穩定性可靠性，把機器人的系統性和
類腦智能材料等前沿技術充分融合，也成為
這個領域的科技工作者和企業家的共同夢想
和挑戰。

大公報記者馬曉芳、任芳頡、郭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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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開幕會現場。

為制定十五五規劃 建真言謀良策
全國政協會議開幕 王滬寧作工作報告

凝心聚力共譜壯美
華章，奮發有為再繪時
代新篇。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第十四屆全國
委員會第三次會議4日
下午在人民大會堂開
幕。全國政協主席
王滬寧作政協常委會
工 作 報 告 。 在 總 結
2024年工作時，王滬寧
提及，落實走訪港澳委

員制度，組織深化港澳與
內地交流合作考察，支持以

「進校園」 形式面向港澳青年
舉行75場國情報告會。對於2025年

工作，王滬寧強調，要緊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議政建言。為中共中央制定 「十五五」 規劃建
議建真言、謀良策。

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強、趙樂際、
蔡奇、丁薛祥、李希、韓正等在主席台就座，
祝賀大會召開。

大公報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

發揮港澳作用 推動更高水平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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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灣區 成創科弄潮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