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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进行时

代表委员访谈

俞正声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

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12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召，人民政协的各级组

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

持。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令计划、韩启德、帕巴拉·格列

朗杰、董建华、万钢、林文漪、罗富和、何厚铧、张庆黎、李海

峰、苏荣、陈元、卢展工、周小川、王家瑞、王正伟、马飚、齐续

春、陈晓光、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胡锦涛、习近平、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克强、张

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 9时，闭幕会开始。俞正声宣布，政协第十二届全

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2237人，实到 2170人，符

合法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

况的报告、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

俞正声在讲话中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

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

中共十八大精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的新形

势下召开的。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高

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体委员的共同努

力，会议开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

俞正声指出，会议期间，委员们积极议政建言，提出了

许多真知灼见，生动践行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充分体现了

人民政协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

大主题，是人民政协性质的集中体现。我们要将团结和民

主体现到人民政协工作的各方面，贯穿于人民政协事业发

展的全过程，努力把人民政协建设成为团结之家、民主之

家，永葆人民政协的蓬勃生机与活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

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要

把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纳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体布

局中去谋划、去推进，要切实增强协商实效，要深入拓展协

商民主的形式，努力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协商格局。

俞正声说，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我们要遵守

章程、认真履职，坚持真理、勇于直言，拒绝冷漠和懈怠；要

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力求客观公正，

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要遵纪守法、克己奉公，

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拒绝奢靡和一切利用权力或影响谋

取私利的行为。

俞正声说，中共十八大为人民政协指明了努力方向，

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给我们履职尽责提出了新

的要求。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继承发扬人民

政协的优良传统，用恪尽职守来诠释责任，用奋发有为来

回应期望，不断把人民政协事业推向前进。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马凯、王刚、王兆国、王

沪宁、回良玉、刘延东、刘奇葆、许其亮、孙春兰、孙政才、李

建国、李源潮、汪洋、张春贤、范长龙、孟建柱、赵乐际、胡春

华、栗战书、郭金龙、韩正、赵洪祝、杨晶、路甬祥、乌云其木

格、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

陈昌智、严隽琪、桑国卫、戴秉国、王胜俊、曹建明、廖晖、白

立忱、陈奎元、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黄孟复、

张梅颖、张榕明、钱运录、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厉无畏、

陈宗兴、王志珍等。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闭幕会。各国

驻华使节应邀旁听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闭幕会后，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出席

会议的全体政协委员合影留念。

左上图 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 王颂摄

上图 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主席台。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
胡锦涛习近平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俞正声主持并讲话：用恪尽职守诠释责任，用奋发有为回应期望

接踵而来的“十面霾伏”，令中国巨大的汽

车保有量再次成为焦点。

汽车工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开始引起国

人关注。

汽车工业如何破解发展中的困局？

零排放特质和汽车工业下一代形态，使新

能源汽车呼之欲出。

3月 11日，参加两会的全国汽车界代表委

员齐聚北京科技会堂，就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

业化畅所欲言。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

万钢表示，产业化永远是新能源汽车的奋斗方

向。对于行业下一步的发展，要在充分看到成

绩、充分估计困难、充分抓住机遇的基础上，突

出优势，与时俱进。据悉，国家将延续对于新

能源汽车的支持政策，尤其是共性关键技术研

发、技术创新平台共建共享及产业化商业化示

范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新能源汽车的意义与地位，早已得到全球

汽车工业的公认。在这场“争夺未来”的竞争

中，中国亦铆劲发力，从寥寥数辆试验样车，发

展到近 3 万辆的保有规模。而我们也有理由

相信，这个数字将会变成 300万、3000万……

交通模式开始改变

2013年 1月 13日，北京 PM2.5浓度创纪录

地达到993，政府发布了首个霾橙色预警信号。

此后两个多月，雾霾频袭中国。北京、河

北、江苏、河南、上海等地一个月内连续遭遇两

轮不同程度的污染天气。

频频来袭的雾霾令高速发展中的中国感

到震惊。早在 2010 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解

淑艳等人在全国选取了 9 个城市试点监测雾

霾天气，发现灰霾日与非雾霾日相比，PM2.5

质量浓度增幅 33.3%—123.1%，远远高于粗粒

子（粒径在 2.5—10 微米），他们认为，PM2.5 是

产生灰霾的重要因素之一。

雾霾有多可怕？《整体环境科学》上曾刊登

过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

及其同事的一项新发现：2004 年至 2006 年，当

北京大学校园观测点的 PM2.5 日均浓度增加

时，在约 4 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

血管病急诊患者数量也有所增加。

目前，很多城市的污染物排放水平已处于

临界点，雾霾天气高达全年一半左右。

雾霾来自哪里？在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跃思看来，“主要的

PM2.5 排放源为机动车、工业和电厂。其中，

机动车排放和道路扬尘所占比例为 50%”。

资料统计，2011 年，北京汽车保有量已经

突破了 500 万辆，到 2015 年，突破 700 万辆；同

样在 2011 年，我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物相当于

709艘“辽宁号”航母的状况。

如何保持汽车工业在发展的同时不再排放污

染？零排放特质和汽车工业下一代形态，新能源

汽车呼之欲出。2010年10月18日，国务院出台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决定》指出，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立足我

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现阶段将重点培育和发

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今天，新能源汽车正在一步步改变中国人

的交通模式与思维方式。

既有成绩值得肯定

对于不少人来说，将新能源汽车提高到更

高角度认识，始于雾霾的猖獗。实际上这个

“新”字打头的产业，已经在国家的引导与汽车

行业的努力下，走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历程。

过去的 2012 年，可谓中国新能源汽车发

展历程中“里程碑”式的年份。两大国家产业

战略规划的颁布，为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

2012年4月，科技部率先印发了《电动汽车

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明确指出以“战

略引领、科技支撑、重点突破、协调发展”为战略

方针，拟安排专项经费超过 30 亿元，重点支持

29个任务方向，着力推进关键零部件技术、整车

集成技术和公共平台技术的攻关与完善、深化

与升级，形成“三横三纵三大平台”（三纵：混合

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三横：电

池、电机、电控；三大平台：标准检测、能源供给、

集成示范）战略重点与任务布局。

目前，已启动的“十二五”863计划、科技支

撑计划电动汽车类项目共 39 个，科技计划经

费预算达到 13.57亿元。

2012 年 7 月，《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规划（2012—2020 年）》的颁布，又从更高层

面对产业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描述和要求。这

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以纯电驱动”为新能

源汽车发展和汽车工业转型的主要战略取

向。为配合规划实施，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科技部随后共同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产业

技术创新工程。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40 亿

元，重点支持全新设计开发的新能源汽车车型

及动力电池等关键零部件。 （下转第二版）

代表委员热议新能源汽车产业化——

让 3万辆变成 300万、3000万……
本报记者 何晓亮 矫 阳

国家将延续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支持政策，尤其在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技术创新平台共建共享及产业化商业化示范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宾馆房间的灯光有些昏暗，全国政协委

员赵进东戴着眼镜猫着腰坐在桌前，把脸尽

量凑近电脑屏幕。“你看，这是我们所研究人

员的调查，短短 6 年时间，长江干流中江豚数

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赵进东背对记者摇着头，许久后才像是自言

自语地开了口：“唉，每次说起这些都好难受。”

为了在两会上为江豚“代言”，这位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所

长专门向所里的鱼类研究人员请教。他发

现，2006 年全长江淡水豚考察估算江豚的

数量为 1800 头左右，2012 年却仅余 1000 头

左右，平均每年的下降速率为 6.3%。最新

的研究预测，如果不采取及时有效的保护

措施，长江江豚自然种群最快可能在未来

15 年左右消失。

进化了 2500 万年的
江豚可能15年内消亡

长江江豚是我国特有珍稀鲸类物种，仅分

布于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和鄱阳湖中，被

誉为长江生态“活化石”。已在地球上生存了

2500万年的江豚，如今在人类活动的干扰下，

却正快速走向灭亡，种群数量已少于大熊猫。

“再不加以控制，江豚又会像白鳍豚一

样，一头也看不见了。”赵进东告诉记者。

常年在长江上和鱼类打交道的中科院水

生生物所的专家们，直接地感受着这些年来

人类活动对长江鱼类带来的伤害，江豚的快

速消亡只是长江鱼类命运的一个“缩影”。“危

险的绝不仅仅是江豚。”赵进东说。

全长 6300 公里的长江是我国淡水鱼类

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被人们形象地誉为我

国的“淡水鱼类种质资源库”。整个长江水

系，共有鱼类 400 种，其中 149 种是只在长江

生活的特有鱼类。

但让人担忧的是，目前长江的鱼类资源

正处于全面衰退的边缘，白鲟活体已极为罕

见，中华鲟、达氏鲟数量不足 10 年前的十分

之一。赵进东说，最常见的青、草、鲢、鳙“四

大家鱼”鱼苗发生量也大幅减少。长江的天

然捕捞量在逐年递减，由 1954 年的 54 万吨，

变为了近年来的 10万吨左右。

能禁渔三个月，为什
么不能禁十年

造成江豚大量死亡、鱼类资源全面衰退

的主要原因，是遍布在长江中的一张张网和

一艘艘船。

来自中科院研究表明，长江江豚面临的

威胁主要来自快速增长的长江航运、过度及

非法渔业捕捞、挖沙以及大型水利工程建设

和水污染等各种人类活动。同时，近年来由

于气候变化及长江上游水电工程的影响，作

为长江江豚主要栖息地的洞庭湖和鄱阳湖

频繁出现异常超低水位，湖区长江江豚的生

存遭受极大威胁。 （下转第二版）

“长江女神”白鳍豚功能性灭绝，“长江精灵”江豚存活量比大熊猫还少，“四大家鱼”
鱼苗发生量锐减……长江已近“无鱼之江”。中科院院士赵进东委员疾呼——

救 救 江 豚 ，救 救 长 江 ！
本报记者 刘 莉

□十二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常务主席第三次会
议举行，张德江主
持

□十二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三次会议，
张德江主持。会议
经过表决，决定将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副委
员长、秘书长、委员
人选，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副主席
人选，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军事委员
会主席人选，作为
主席团提名，提交
各代表团酝酿协
商。会议还表决通
过了监票人名单草
案，并指定了总监
票人人选，决定提
请大会全体会议表
决

□政协第十二届
全国委员会第一次
主席会议举行，俞
正声主持

□政协十二届常
委会第一次会议开
幕，俞正声主持

□俞正声亲切看
望参加两会报道的
新闻工作者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