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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派记者杨忠厚 明绍庚北京报
道 3 月 9 日，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
辽宁代表团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关于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的
决定草案、关于修改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决定
草案、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
定草案修改稿、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张国清、白春礼、吴玉良、
陈求发、唐一军、刘宁等代表参加审议。

张国清代表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展现了围绕中心依法履
职的责任担当，是一个政治站位高、为民情怀
深、法治意识强的好报告。我完全赞同这个报
告。辽宁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将深入贯彻落实本
次大会精神，依法行使各项职权，全面加强自身
建设，努力提高工作实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落实到人大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推动
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围绕中
心履好职，狠抓落实开新局，用高质量立法保障
高质量发展，用高效能监督推动高质量发展，用
高水平制度创新成果促进高质量发展。两高工
作报告充分体现了党对法检工作的绝对领导，

诠释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有政治高度、有法治
力度、有民生温度，是顺应人民群众期待、适应
形势发展需要、着眼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好报
告，我完全赞成。

白春礼代表说，两高工作报告通篇贯彻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
近平法治思想，鲜明展现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有力监督下，忠诚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积极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
障。报告高举旗帜、思路清晰、内涵丰富，用一
组组详实的数据、一个个典型的案例，客观全
面、实事求是地记录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在过去一年为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所付出
的努力，听了以后真切感受到了司法的公正、法
律的威严、民生的温度，我完全赞成。

吴玉良代表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操作性都很强，我完全
赞成。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全国人
大常委会坚持服务大局，坚守政治机关定位，紧
跟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职尽责，坚持创新引
领，结合新时代对人大工作新要求，依法履职、

开拓创新，坚持系统观念，把人大工作融入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谋划推进，坚持求真务实，转变作
风、改进会风，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全国人大监
察司法委将认真贯彻本次大会精神和常委会工
作部署，继续做好有关立法和专题调研等工作。

两高工作报告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认真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政治
站位高，内容详实、条理清晰，我完全赞成这两
个报告。建议进一步助力立法工作，严格规范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陈求发代表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是一个高举伟大旗帜、坚持正确方向、彰显法治
意识、饱含为民情怀的好报告，我完全赞成。全
国人大常委会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旗帜鲜明讲政治，敢于斗争勇担当，着眼全局抓
落实，人民至上有情怀，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监督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
步增强，代表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积极回应
社会关切，更好地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
生福祉，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两高
忠诚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落实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上体现新高度，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上取得新成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实现新
提升，办好为民实事上推出新举措，各项工作都
取得了新成绩。两高工作报告旗帜鲜明讲政

治，依法履职有担当，我完全赞成。
刘宁代表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的有机统一，充分展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
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旺盛生命力和显著优越
性，是一个彰显民主、担当作为、团结奋进的好报
告。两高工作报告通篇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体
现了坚持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高度政治自觉，彰
显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强烈责任担当，饱含着
严格公正司法的深厚为民情怀，是崇尚法治、履
职为民、求真务实的好报告。我完全赞成这三个
报告。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认真落
实两高报告精神，积极配合人大推进重点领域立
法，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
平，高水平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

审议中，代表们一致表示完全赞成全国人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地方人
大立法等工作的指导和对基层人大代表的培
训，加快完善电商发展、科技创新、公益诉讼等
领域立法、修法等工作。代表们一致表示完全
赞成两高工作报告，并提出进一步加大司法监
督力度、维护司法严肃性和公信力等建议。

辽宁代表团分组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有关决定草案修改稿和两高工作报告

张国清白春礼吴玉良陈求发唐一军刘宁参加审议

“未来的博物馆是什么模样？在我看来，将
是更加多元化、特色化、现代化的博物馆。”作为
首都博物馆首席研究馆员，对于记者问及的这
个话题，全国人大代表齐玫侃侃而谈。

畅想未来，应基于现况。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博物馆

数量超 5000 家。其中，国有博物馆占比约为
70%，非国有博物馆占比约为 30%。”齐玫表示，
民营博物馆数量占比较少，意味着不少民间藏
家的珍贵文物，无法与社会共享。

“近年来，我国民间藏家队伍不断扩大，藏
品类别多、数量大，很多藏品还是中华文明发展
的标志物和代表性文物，价值很高，非常珍贵。”
齐玫告诉记者。

为此，她建议，国家应对民间筹建包括博物
馆在内的公共文化设施提供必要的支持。“希望
未来可以涌现一批不同类别、独具特色的民营
博物馆，促进民间藏家把更多的藏品展示出来，
为大众所共赏。”

“数字化”“云端化”，也是齐玫眼中未来博
物馆的特质。

她表示，2020年，受疫情影响，线上服务优
势凸显，促进了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很多博物
馆积极开展“云展览”“云直播”“云活动”等线上
服务，为社会大众提供了文化享受和交流的新
平台。

“这一趋势是必然的，前景是广阔的。”齐玫
表示，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大众对文化享受
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加速推进数字化博物馆建
设，可以更好满足这些需求，“期待‘云展览’等
可以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

在她看来，博物馆还应积极“修炼内功”，提
升展览品质，实现高质量发展。

齐玫表示，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草案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单
独列为一章，为包括博物馆在内的公共文化服
务机构指明了发展方向。博物馆应以此为目
标，进一步提升展览的质量和水平。

“要精心策划、巧妙设计，从展览主题、展品
选择、实施团队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创新，形成高
质量展览，让文物‘活起来、会说话’，自然就会
被更多百姓喜爱。”齐玫说。 据新华社

未来的博物馆是什么模样？
全国人大代表、首都博物馆首席研究馆员齐玫这样说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强化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等一
系列重磅表述，凸显创新分量；量子信息、脑科
学、空天科技等诸多名词亮相，让人期待。

未来五年，创新如何改变中国？几组关键
数据，我们一起“解码”。

7%以上：刷屏的“创新力”
指标如何理解？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7%以上、
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这句话
迅速在网上刷屏。

“十三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从2015年的1.42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预计2.4
万亿元左右。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
到8%以上，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2
件——规划纲要草案中，这两个数值得关注。

“十三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增长近
一倍，在“十三五”末期，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
比例已经超过6%。

“我们在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创新、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还需要继续补短板、强弱
项。”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委员认
为，发明专利等一系列指标安排，表明我们更加
强调创新的质量。

17%：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你在“风口”之上吗？

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一个新动能“孵
化器”。2019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1%。规划纲要草案中，这一比重
超过17%。

“我国经济发展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阶
段的转换要求产业价值链不断攀升。目标的设
定体现了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的决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寿代表说。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
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
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

……规划纲要草案聚焦前沿，组织实施未来产
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赵长禄委员认为，快速
精准实现对未来产业的布局，有助于抢抓风口，
把握发展机遇。

56%：大幅提升普及率
5G“网”出怎样未来？

规划纲要草案明确，加快5G网络规模化部
署，用户普及率提高到56%，推广升级千兆光纤
网络。前瞻布局6G网络技术储备。

过去一年，我国5G基站以平均每周新增超
1万个的速度增长。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56%”，意味着数以
亿计的设备互联，5G 将向县镇、乡村更广阔范
围渗透延伸。纵横的网络为数字中国筑牢根
基，也将催生更多应用和场景。

5G会“网”出怎样的未来？
“今年以及未来五年，我们将建成系统完备

的 5G 网络，5G 垂直应用场景将进一步拓展。”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在“部长通道”上说。

10%：核心产业占比提升
数字中国有哪般新图景？

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提高到10%。我国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
增强现实作为数字经济重点产业。

数字中国涵盖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生
态，囊括衣食住行方方面面。

推动购物消费、居家生活、旅游休闲、交通
出行、教育医疗等各类场景数字化……新图景
的点点滴滴，在规划纲要草案中勾勒显现。

“未来十年，自动驾驶、机器翻译、数字城市
运营等技术会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百度
董事长李彦宏委员说，数字技术全面产业化，将
重塑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迎来更具创造力的
时代。

据新华社

未来五年的创新中国什么样？
这几组关键数据告诉你

加强未成年人的保护，一直以来是检察机
关的重点工作之一。今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
用了重要篇幅介绍了相关工作情况，尤其是明
示了不履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
后果。

去年 5 月，最高检等 9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

（试行）》，规定性侵、虐待、欺凌、遗弃、拐卖、未
成年人被组织乞讨等 9类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
害情形，有关单位和个人须立即报案。

据最高检统计，该制度推行以后，截至2020
年9月，各地通过强制报告立案并审查起诉的案
件近 500件。侵害未成年人隐瞒不报者被追究
刑责，涉嫌违纪违法人员也受到了相应处罚。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检察机关不断创新

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的工作方式，通过开发
“强制报告 App”等形式，进一步畅通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的发现、报告渠道，加强对未成年人的
司法保护。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自2021年6月
1日起施行。其中一个重要修改，是明确国家机
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
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
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
等有关部门报告。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这处修改，是从强制报
告的角度进一步解决‘发现难’的问题。”北京青
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说。

据新华社

发现侵害孩子案不报告有啥后果？
最高检工作报告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