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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新观察

更多内容详见客户端更多内容详见客户端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凝心聚

力共谱壮美华章，奋发有为再绘时代

新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

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4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开幕。2000多名全国政协

委员将围绕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紧扣

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积极议

政建言，广泛凝聚共识，汇聚起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的智慧和力量。

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人民大会

堂大礼堂灯光璀璨，气氛隆重热烈。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悬挂在主席

台正中，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

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应出席委

员2154人，实到2110人，符合规定人数。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全国政协

副主席石泰峰、胡春华、沈跃跃、王勇、

周强、帕巴拉·格列朗杰、何厚铧、梁振

英、巴特尔、苏辉、邵鸿、高云龙、陈武、

穆虹、咸辉、王东峰、姜信治、蒋作君、

何报翔、王光谦、秦博勇、朱永新、杨震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

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主

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下午 3时，石泰峰宣布大会开幕，

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

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王沪宁代表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王沪宁表示，2024 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

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顺利完

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中

国式现代化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更加坚

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王沪宁总结了过去一年来人民政

协工作。他说，2024 年也是人民政协

成立 7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

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协全

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

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

民主有机结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

位，坚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

尽责，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坚持以改

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把中国共产党领导落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

要思想，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重大问题建言献策，积极发挥专

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激发政协委员履职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王沪宁表示，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要一年。人民政协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担负起把中共中

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

来的政治责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助力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

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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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代表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3月 4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习近平、李强、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

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希宁 马富春

距离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

场新闻发布会开始还有 50 分钟时，

发布厅已座无虚席。工作人员不得不

频繁提醒，大会堂北大厅西南角可以

观看电视转播，没座位的可以移步到

那儿。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

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

一年。大批中外记者早早挤进发布会

现场，捕捉中国经济巨轮在新的一年

如何起航的细节。

和去年一样，今天的发布会上，

大会发言人娄勤俭回答了 13 个提

问。不同的是，今年留给经济、贸易

的“答题卡”更长了。

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民营经济促

进法立法工作，娄勤俭介绍，去年

12 月，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由国务

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上

个月又进行了再次审议。

“草案第一次将坚持‘两个毫不

动摇’、促进‘两个健康’写入法

律，把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的重大方针、政策举措上升为法律规

范。”娄勤俭说，这样的“第一次”

对于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

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

等受到法律保护，进一步优化民营经

济发展环境，提振民营企业家发展信

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娄勤俭还为今年年初“火”起来

的 DeepSeek 点赞。他说，DeepSeek
公司取得的重大进展，代表着一批中

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由中

青年组成的主创团队正在挑起中国科

技事业进步的大梁。 （下转2版）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

中国经济巨轮新一年如何起航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阳春三月，又一次踏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齐向东心潮澎湃。半个月前，也是在这里，

他参加了民营企业座谈会，坐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对面。

齐向东用 3个“非常”描述当时的感受，“总书记对民营

企业家非常厚爱，对民营经济的发展非常关心，也对实际情

况非常了解。”在他看来，这场座谈会传递出的信心，让民营企

业家吃下了“定心丸”，“又一次点燃了大家创业创新的激情。”

民营企业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程蓬勃发展起来

的。在过去 40多年里，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奇迹，民

营经济功不可没。

2025 年开年以来，国产大模型 DeepSeek、人形机器

人、国产动画电影、青年国潮等迸发出令世人瞩目的创新

活力，这些创新成果大多数来自民营企业。在全国政协委

员、飞腾公司副总经理郭御风看来，这意味着中国的创新

土壤可以诞生世界级的创新企业，“特别振奋人心”。

为了培育出适宜企业生长的“空气”和“土壤”，“十

四五”期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盯住“优化营商环

境”这个议题，连续 5 年开展民主监督调研，不断提出

建设性意见，持续助力营商环境的优化，让企业家特别

是民营企业家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持续发展的信心。

在 3 月 4 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四

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全国政协主席王

沪宁代表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提及“制定

深入推进全国政协民主监督工作方案，

围绕持续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等‘十

四五’规划实施情况和相关领域 14个重

点问题开展民主监督”，赢得与会民营

企业家的广泛共鸣。 （下转2版）

优化营商环境 让民营企业家安心谋发展

过去4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奇
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2025 年开年以来，国
产大模型DeepSeek、人形机器人、国产动画电
影、青年国潮等迸发出令世人瞩目的创新活
力，这些创新成果大多数来自民营企业。

“十四五”期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盯
住“优化营商环境”这个议题，连续5年开展民
主监督调研，不断提出建设性意见，持续助力
营商环境的优化，让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
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持续发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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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带你速览民营经济

如何大有可为

3月 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现场记者追问大会发言人娄勤俭。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3月 4日 12时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

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大会发言人娄勤俭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问题

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相关报道见7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

曾遇到这样一个令人惋惜的案例。

一个平时成绩很优异的名校学生，

由于家长的培养目标较高，时常陷入焦

虑情绪，每次考不好就不开心，可家长并

没有将“不开心”太当回事，反而继续激

励孩子，并与其他同学比较。

于是，孩子的“小焦虑”不断加

重。在考场上，明明会的题目却答不出

来，总是习惯性地一遍遍读题目。后

来，逐渐演变成强迫症，写作业时一次

次看墙上的挂钟，放学收拾书包需要四

五十分钟，甚至出现失眠、掉头发等情

况，最终演变成重度焦虑，暴饮暴食。

近年来，青少年身心健康备受社会关

注，当前由“小眼镜”“小胖墩”“小豆芽”“小

焦虑”构成的“四小”问题，正以早发、高发、共

发的叠加态势蔓延，形成系统性健康危机。

因此，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共青团

和青联界提交了《关爱青少年身心健康 解

决青少年“四小”问题》的提案。

多病共发：青少年“四小”
问题待解

从 2024 年 3 月起，家住北京市东城区

的陈女士每天下班后多了一项安排：陪儿子

打一小时乒乓球。这是因为刚上三年级的儿

子已经戴上 200度的眼镜。

“2023 年年末，学校体检说他视力不

合格时，很着急。”除了带孩子就医配眼镜，

陈女士想到的就是带孩子多运动，希望通

过运动防范近视加重。

除了视力下降，陈女士还观察到孩子

身体的新变化，“家里长辈觉得孩子爱吃就

多吃，现在他的小肚子都起来了。”

“多病共发加剧健康风险。”共青团和青

联界提案提出，“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

显示，9.4%的青少年同时存在近视与肥胖问

题。同时，共病群体焦虑发生率高出单一病

症者数倍。代谢-神经-行为三重负向循环导

致健康问题叠加放大。” （下转3版）

全国政协共青团和青联界：

关爱青少年身心健康 解决青少年“四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