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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10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召，人民
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
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奋发进取，勇毅前
行，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
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全国
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
朗杰、万钢、何厚铧、卢展工、马飚、陈晓光、
梁振英、夏宝龙、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
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
邵鸿、高云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 9 时，闭幕会开始。汪洋宣布，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2157人，实到 1969
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
况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提案
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政治决议。

汪洋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广泛汇聚
正能量，开出满满精气神，是一次高举旗
帜、民主团结、求真务实、简约高效的大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开幕
会和闭幕会，深入界别小组听取意见，与委
员共商国是。全体委员认真讨论政府工作
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
作报告等文件，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深
入协商议政。委员们一致表示，要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认识新时
代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
展、标志性成果，切实增强“两个维护”的政
治自觉。要把迎接中共二十大、学习宣传贯
彻二十大精神作为今年重大政治任务，在
思想引领上求实效、在协商建言上出成果、
在服务大局上有作为，为保持平稳健康的

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
的政治环境贡献政协力量。

汪洋强调，今年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履职
的最后一年。在本届政协第一次会议闭幕会
上，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这个政治组织赋予我们的责任，强调必
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履职
尽责、必须求真务实提高协商能力水平。四
年来，我们认真践行这些工作原则和理念，
增强了政治能力、为民情怀和协商本领。在
新征程上，践行这些原则和理念必须一以贯
之、做得更好。要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担负起把中共中央决策
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把
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
治责任。要坚持履职为民，深入实际察民情，
献计出力解民忧，春风化雨聚民心，倾听人
民呼声，反映人民诉求，集中人民智慧，紧扣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议政建言，把委员
作业写在中华大地上、写到界别群众的认可
里。要进一步提高协商质量、健全协商制度、
培育协商文化，注意总结新鲜经验和做法，
不断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
量的制度化实践，真正做到遇到问题多协
商、双向互动会协商、坦诚相见真协商、充分
交流深协商。

汪洋强调，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高举理想信念之旗，高扬团结奋
斗之帆，笃行不怠勤履职，再接再厉续华
章，交上一份五年期的合格答卷，以实际行
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祥、
王晨、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
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
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曹
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
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
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和、王勇、王
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闭幕会。外国驻华使
节等应邀参加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新华社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发表讲话

3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闭幕。 新华社发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再次释放推进
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信号。

地方组织法修正草案提请审议。全国
人大还需要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
选举问题作出决定，制定香港、澳门选举十
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今年
预安排审议 40件法律案。从能源法到黄河
保护法，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到粮
食安全保障法……高质量立法进一步整体
协同推进。

新时代，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依法
治国。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思
路越来越清晰，定位越来越精准，举措越来
越到位，法治对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长期稳
定的保驾护航作用愈发凸显。

科学全面的法治覆盖

曾经，广场舞爱好者被一些人视为“噪
音制造者”。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广场舞爱
好者探索各种方式降低音量——即将施行
的噪声污染防治法要求他们必须如此。

近年来，中国高质量立法按下“快进
键”，且已触及社会生活的“神经末梢”。精
准立法带动有效执法。

在国家安全领域，法律越来越成为“国
之重器”。从反有组织犯罪法，到数据安全
法，到香港国安法，以维护国家安全为使命
的立法行动密集出击。

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变得突

出和紧迫。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人脸识别司
法解释，制止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让公众不
再为自己的“脸面”担忧。

用制度的笼子管住权力，用法治的缰
绳驾驭权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2021
年，检察机关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
20754 人，已起诉 16693 人，同比分别上升
5%和8.8%。

美国政治学者阿尼尔·西格德尔说，中
国通过法律形式将反腐败实践制度化，这
是完善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

严密法制守护绿水青山。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陆续修订，环保督察和执法力度空
前，彰显中国以法律推动绿色发展的决心。

南四湖水域泽及鲁苏豫皖四省。这里
曾经污染严重。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启动后，
南四湖成为重要调蓄水库。当地政府根据
水污染防治法和相关法规，严格整治大批
矿产开采、人工养殖等项目，关停污染企业
2000多家。如今，南四湖湖面波光潋滟。野
鸭在芦苇荡中游弋，水鸟不时从湖面掠过。

因应经济社会新发展、新变化，法治建
设同步推进。

2021 年 3 月，在金融机构资产占全国
一半以上的北京，金融法院正式成立，营造
良好金融法治环境迈出新步伐。引人注目
的是，法院设有大数据中心，高风险企业一
旦涉诉，系统会自动进行风险提示，以更好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特色”的法治逻辑

中国立法机关将修改公司法列入今年
立法规划。这部法律的修订草案中，明确了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分析人士认为，加强党的领导，对于党
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国有企业贯
彻执行意义重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金碚撰文指出，国有企业的壮大就是人
民权利和国家实力的增强。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之魂。

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
司法、带头守法。实践证明，中国只能走适
合自己的法治道路，绝不能照搬别国模式
和做法，绝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

“司法独立”的路子。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

保障人民权益。
2020年以来，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

无序扩张成为中国平台经济的关键词。中
国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对资本兴利除弊，
促进发展和依法规范并重，使其服务于人
民美好生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创
新监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
公平竞争。

去年，一家网络餐饮外卖巨头因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被
罚款34.42亿元。这一决定就是依据反垄断

法作出的。

惠及世界的涉外法治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着力完
善涉外法律和规则体系，加快改善营商环
境，为世界带来稳定预期和重要机遇。

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对外商投资
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这部法律于
2020年实施。当年，中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
4.5%，引资规模和全球占比创历史新高，成
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毕马威一份预测报告显示，2022年中
国外商投资将维持高位。据汇丰银行对
2000 多家外资企业的调查，超过 90%的受
访企业表示，将继续扩大在华投资。

2021 年 6 月，中国通过海南自由贸易
港法。全国人大代表廖虹宇说，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的“诞生”仅用时2年3个月，展示了
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决心。

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竞争、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等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

针对个别国家霸权霸凌，中国果断出
台反外国制裁法。根据这部法律，任何国家
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损害
中国国家、组织和个人利益的行为，中国都
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保护中国公民、组
织的合法权益。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施永丰
表示，中国以法律武器维护国家利益，这也
促进国际贸易、国际关系向着更加公平公
正的方向发展，有利于世界经济长远稳定
发展。 据新华社

中国良法善治护航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