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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国两会十大看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

的提出， 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 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

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

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 ，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

体框架更加完整，趋于成熟。

与之相随的是， 广大人民

群众正在分享越来越多的改革

成果， 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发展有了越来越多的期

待。 恰逢

2015

全国两会到来之

际， 社会各界将再次聚焦党和

国家的改革发展大计。 两会看

什么？ 怎么看？ 记者围绕“四个

全面”的部分内容，尝试提出相

关看点，以飨读者。

改革关键年，将有哪些关键之举？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早已绘就全面深化改

革的宏伟蓝图。 自那以后，每一项改

革部署 、每一个政策举措 ，都牵动着

广大人民群众的心。

如果说

2014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开局之年， 那么

2015

年则是全面

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改革征程中我

们已经迈出了多少步？ 开局起步的情

况究竟如何？ 同时，关键之年又会有

哪些关键之举？ 将会开出怎样的改革清

单，涉哪些险滩、啃哪些硬骨头？

2015

全

国两会上，党的意志将会再次上升为国家

意志 ， 全面深化改革蓝图的部分内

容 ， 将会再次转变为具体的政府决

策。 对于改革，我们始终充满期待。

新常态下，GDP增速会下调吗？

近日 ，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自

2015

年

2

月

5

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

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早

在三个月前，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14

年

11

月

22

日起下调金融机构

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降息”

又“降准”，引发社会各界关于中国经

济的冷思考、热讨论。

其实，自去年

5

月以来，“新常态”

就成为人们评论中国经济时引用最多

的一个词语， 其不仅意味着对经济增

长速度的调整， 还蕴含着对经济发展

质量的要求。 那么，“新常态”在

2015

年会有哪些具体的经济政策体现？ 特

别是“降息”又“降准”后，还会降

GDP

增速吗？ “两会”之中必定有看点。

聚焦“三农”，农村“沉睡的资本”如何活起来？

2015

年中央

1

号文件发布，连续

第十二年聚焦“三农”。 文件部署的改

革 ，意在通过市场化手段 ，激活被长

期压抑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和农

村产权 ，让农村 “沉睡的资本 ”得以

“活”起来。

同时，“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句

话同样适用于“三农”。 一边是改革，一边

是法治，相信这些新部署、新思路，必会成

为今年全国两会热议的话题。

区域协同，会创造哪些发展机遇？

前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确

定

2015

年区域经济发展路线图 ，要

重点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建设。 显然，“区域协

同发展” 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其究竟会给国家、各地带来哪些发

展机遇？相信在全国两会上，这个问题

一定会是热门话题。

制度反腐，“打虎”“拍蝇”还会有哪些动作？

�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一个

重大变化，就是党风和社会风气明显好

转，这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力

反腐有关，特别是对贪腐高官的查处令人

瞩目，仅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就查处省部

级以上贪腐高官

80

余名， 这种反腐力度

前所未有、令人震撼。

“全面从严治党 ”的号角已经吹

响。

2015

年，如何把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 还会有哪些

“大老虎”被揪出，如何真正用制度管

住权力，切实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

敢腐的有效机制，进而将作风建设常

态化长效化？ 人们无比期待。

公正司法，冤假错案不再有了吗？

设立巡回法庭、清理执法考核指

标、推行司法公开……近日，有关法

治的新闻再次屡屡见诸报端。 其实，

法治是近年来社会各界热议的高频

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对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做

出了全面、系统、科学的部署。 说到

底，这些都是为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

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呼格吉勒图、

于英生等冤假错案不再发生。 下一步，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还会有哪些新举措、新

亮点？ 对此，“两高”报告自然是必读

文件。

立法法修改，“红头文件”能不再“任性”吗？

立法法， 一部涉及立法体制、规

范立法工作的基本法。 根据部署安

排，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听取

和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 在此之

前， 立法修正案草案已经经历 “两

审”，多处修改值得再思考。

地方立法权真的会扩大吗？ “红

头文件”会得到遏制吗？ 根据草案规

定，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地方政府规

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究竟

如何定论，让我们拭目以待。

户籍改革，民生福祉有啥新期待？

日前， 国家发改委等

11

部门联

合发文 ， 将北京通州等

62

个城市

（镇） 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地区， 这些地区将推进积分落户政

策。 积分落户总算是为外来常住人口

融入北京等地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

们对生活有了新的期待。

当然，民生福祉绝不仅仅是一纸

户口。 上学、看病、买房……这些事关

百姓的民生问题年年都是热点。

巩固思想文化阵地，如何荡涤“精神雾霾”？

群众不但需要充裕的物质食粮，

也需要丰富的精神食粮。 对人们的思

想阵地，先进的思想不去占领，腐朽

的思想便去占领。 特别是伴随着互联

网的迅猛发展， 恐怖的网络暴力、害

人的网络谣言、低俗的网络色情以及

其他种种网络丑态，正在影响百姓视

听、玷污群众思想。

如今，如何让“真善美”发扬光大，让

“假丑恶”退避三舍，荡涤各种“精神雾

霾”，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然是值得你我共同研究的问题。

保护生态环境，如何破解“十面霾伏”？

�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也是一项全民

族、全社会的共同事业。 面对现实生

活中的“雾霾”“污水”，我们必须形成

共识： 只有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交出一张足够分量的“生态答卷”，让

山更绿 、水更清 、天更蓝 ，才是做活

“发展文章”的最根本保障，才是国家

和人民最大福利。

有共识，更要有行动。 每年全国

两会上，生态保护、美丽中国、雾霾治

理等总是提及频度最高的热点之一。

今年应该还会如此，群众依然翘首以

盼着一个问题的答案：如何进一步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生态环境保护

的各方责任，破解“十面霾伏”等一系

列问题。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