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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日上午参加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
的审议。

会上，刘家义、龚正、谭旭光、邱亚夫、卓长立、王
银香、傅明先、张淑琴等 8 位代表先后围绕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科技创新赢得时尚话语权、解决好“两难”
人员就业等问题发表意见。当龚正谈到推动高质量
发展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时，习近平强调，功成
不必在我并不是消极、怠政、不作为，而是要牢固树立
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
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
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
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接着
张淑琴谈到的让红色基因注入血脉代代相传的话题，
习近平强调，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
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
方向和道路。习近平在最后的重要讲话中充分肯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工作，希望山东的同志再接再
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中走在前列，全面开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
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
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

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农业强不
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
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要深刻认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好。习近平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
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要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把产业发
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以赴消除农村贫困，
推动乡村生活富裕。要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
安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
质导向，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全要素生产率，提
高农业质量、效益、整体素质。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
撑，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愿意留在乡村、建
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
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
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
才队伍，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
性循环。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
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

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
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
明新气象。要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加
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
村生活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良好
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
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
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深化村民自治实践，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
理体制，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要推动
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规划先行、精准施策、分类推
进，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注重地域特色，体现乡
土风情，特别要保护好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
筑，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不搞层层加码，杜绝

“形象工程”。习近平强调，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
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把维
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强调，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
要地。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
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
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电

习近平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深刻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性必要性
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

房贷利率变化
符合市场化要求和趋势
——周小川等回应金融热点问题

3 月 9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
现场座无虚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
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
与发展”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防风险跟改革不是对立的”
防范金融风险受到高度关注，有记者问是否会因

为防风险而放缓金融改革。周小川亮明态度：防风险
历来都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防风险跟改革不
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在备受关注的金融监管改革
方面，周小川认为，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
室放在央行等举措表明，人民银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
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稳步研发数字货币把握好方向
对于央行正在研究的数字货币，周小川指出，研

究数字货币不是说让货币去实现某一种技术方案的
应用，本质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
性和低成本。同时也必须考虑安全性和保护隐私。

当前，市场对数字货币有议论，也出现了一些风
险。周小川说，主要是有一些技术应用没有专注于数
字货币在零售支付方面的应用，而跑到了虚拟资产交
易方面，对后者需要更加慎重。“在整个过程中，不必
太着急，稳步研发，有序进行测试，把握住方向。”周小
川说，研发数字货币要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高
效率、降低成本，防止变成过度投机的产品。

房贷利率变化符合市场化要求和趋势
房贷利率上升是近期市场热点话题之一。
潘功胜说，房贷利率的确略有上升，但从长周期

看，利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商业银行综合考虑负债
端利率上升和房地产的风险溢价，对住房贷款利率自
主进行定价、扩大利率的浮动区间，总体上符合利率
市场化的要求和趋势。

潘功胜表示，在住房贷款方面，人民银行会督促
商业银行严格落实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对住房贷
款执行差别化定价，积极支持居民特别是新市民购买
住房的合理需求。 ▋据新华社电

3月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听
取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报告透露的一系列法治亮点引人注目。 ▋据新华社电

亮点1：反腐败
最高检报告提出，过去五年，立案侦查职务犯罪

254419 人，较前五年上升 16.4％，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553亿余元；民生领域查办“蝇贪”62715人；从42个国家
和地区劝返、遣返、引渡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222人。

亮点2：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最高检报告显示，过去五年来，积极投入互联网金融风

险专项整治，起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犯罪14.4万
人；突出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等涉众型
经济犯罪，起诉8.2万人。最高法报告指出，过去五年来，
审结民间借贷案件705.9万件，规范民间融资行为；严惩
非法集资、内幕交易等金融犯罪，北京等法院审结“e租宝”
非法集资案，山东法院审结徐翔等人操纵证券市场案。

亮点3：扫黑除恶
最高检报告指出，五年来，深入推进扫黑除恶、缉枪

治爆、禁毒扫黄等专项斗争，起诉刘汉、刘维等为非作歹、
欺压百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8932人，立案侦查为黑
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国家工作人员333人。

亮点4：纠正冤错案
最高法报告显示，五年中再审改判刑事案件 6747

件，其中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冤错案
件39件78人；对2943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1931名自诉
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最高检报告中提到，对受理
申诉或办案中发现的18起重大冤错案件，及时提出抗诉
或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法院均改判无罪。对人民法院再
审的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案件，检察机关同步成立
专案组，重新复核证据、明确提出纠正意见，共同纠错。

亮点5：加大产权司法保护
最高检报告提出，加强企业平等保护和产权司法保

护。在司法办案中重视完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平等保护
的司法政策；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依法甄别
纠正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最高法报告明确，坚决防止将
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
责任，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亮点6：打击电信网络犯罪
最高检报告提到，2016年与公安部共同挂牌督办“徐

玉玉案”等62起重大案件，两年来共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5.1万人。最高法报告中也明确，严惩电信网络犯罪。

亮点7：保护生态环境
最高检报告显示，过去五年，办理生态环境领域公益

诉讼 1.3 万件，督促 5972 家企业整改，督促恢复被污染、
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总面积 14.3 万公顷，索赔
治理环境、修复生态等费用4.7亿元。最高法报告提到，
制定环境公益诉讼等司法解释，审结环境民事案件 48.7
万件；依法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1.1万件；审结腾
格里沙漠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系列案。

亮点8：破解讨薪难
最高检报告提出，过去五年，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

罪7957人，支持农民工起诉9176件。最高法报告提出，推
广河南、湖南、四川等法院破解农民工讨薪难经验，依法惩
处恶意欠薪行为，为农民工追回“血汗钱”294.4亿元。

亮点9：食品安全
最高法报告显示，过去五年中，加大对危害食品药品安

全犯罪惩治力度，各级法院审结相关案件4.2万件。最高检
报告中提出，过去五年中挂牌督办庞红卫等人非法经营疫
苗系列案等986起重大案件；办理食品药品领域公益诉讼
731件，起诉制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6.3万人。

亮点10：破解执行难
最高法报告提到，过去5年，各级法院加大执行工作力

度，着力破解执行难，受理执行案件2224.6万件，执结2100
万件，执行到位金额7万亿元。

聚焦两高报告中的十大法治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