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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代表委员真知灼见
汇总转办好

自 2016年以来，国办每年组织工作
人员旁听全国两会，通过认真记录、系统
汇总并及时回应好代表委员的意见建
议，推动把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体现到
政府工作中，转化为深化改革、推动发
展、破解难题的政策措施。

今年全国两会，国办派出 75人到现
场旁听代表委员审议讨论，25人在后方
接续梳理旁听记录、摘编两会简报和小
程序留言，第一时间呈报领导同志参阅，
同时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参考，并筛
选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意见建议及时
转有关部门回应。

据国办统计，今年国办工作人员现
场旁听会议形成 204份记录稿、约 17万
字内容，梳理 62.5 万字两会简报、3.3 万
字小程序留言，汇总筛选 636 条意见建
议，包括对政府工作报告具体修改意见
196条、对经济社会工作的政策建议 440
条，共涉及代表委员约 770人次；进一步
摘选出 86条代表性的意见建议，及时转
请 39个部门研究办理。

“国办旁听全国两会工作搭建起政
府与代表委员沟通联系的直通车。”国办
工作人员冯涛说，“我们努力把更多代表
委员的意见建议反映上去、转办出去，提
升汇总转办工作的‘含金量’。”

确保“当天记、连夜汇、
一早报、及时转”

3月6日早上8点，国办工作人员盖佳

萌就到达会场，准备旁听全国政协妇联19
组的讨论。从增加托幼资源供给到提高
草原植被盖度，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一
上午过去，盖佳萌记满了八页纸。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办工作人员
分赴 35个人大代表团和 34个政协界别，
共旁听人大、政协会议 170 余场，记录
1800多条意见建议。

国办工作人员边里已多次参加旁听
工作，他说：“现场旁听代表委员审议讨
论，能让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领会
代表委员们的意见建议。”

“在尽量原汁原味记录代表委员发
言之后，我们将记录内容逐条誊清在记
录专用纸上，当天将听会记录交给驻地
联络员，及时转交汇总组。”国办工作人
员李诚说。

3月 5日深夜，国办一间会议室内灯
火通明，20多名工作人员紧张有序地对
当天收到的意见建议进行梳理汇总。

“3月 5日和 6日晚间，我们连夜对代
表委员们的意见建议进行摘编，主要涉及
代表委员对政府工作报告等会议文件的直
接修改意见、反映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和
建设性、典型性建议等，确保第二天早上6
点前完成定稿。”国办工作人员苗大林说。

此外，作为吸纳代表委员所思所想
的补充渠道，已是第 3 年上线的代表委
员对政府工作留言小程序，今年在访问
方式、资料查询等细节上继续优化用户
体验，也受到了代表委员们的欢迎。

做好意见建议回应
服务科学民主决策

两会期间，不少提出意见建议的

代表 委 员 都 得 到 了 相 关 部 门 的 回
应。

3月 8日中午，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
域创新司二级巡视员陈宏生与全国政协
委员汪鹏飞、隆克平如约连线，就委员们
提出的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相关建议热烈
讨论。

同日，另一场“云对话”在农业农
村部会议室举行。农业农村部市场
与信息化司监测统计处处长邓飞与
全国人大代表郭凤莲就农业农村信
息化数字化相关建议沟通交流。

这些视频连线得以实现，正是源
自国办对相关意见建议的转办回应要
求。

“国办对转部门办理回应的意见建
议建立专门台账，加强跟踪督办，请承办
部门在 3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应。”国办工
作人员洪灶发说。

从今年的意见建议清单看，内容
涉及创新驱动发展、农业生产和乡村
振兴、生态环境、民生社会等众多领
域。

多位收到部门回应的代表委员表
示，自己的意见建议很快得到部门主动
回应，感受到诚意、温度与效率，也进一
步增强了履职尽责、参政议政的责任感
与信心。

“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建议，不仅在
于了解社情民意，更重要的是解决问
题、推动工作。”国办工作人员刘昀晟
说，“每条意见建议都凝结着代表委员
的智慧心血，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我们
要努力推动把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吸
收 转 化 为 做 好 政 府 工 作 的 实 招 硬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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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递两会好声音 搭建交流直通车
——国办工作人员旁听2023年全国两会扫描

梳理近66
万字两会简报
和网络小程序
留言，旁听人
大、政协会议
170余场，形成
约17万字现场
听会记录……
2023年全国两
会期间，国务
院办公厅继续
开展旁听全国
两会工作，及
时高效梳理汇
总和转办回应
代表委员意见
建议，广听民
意、广纳民智，
更好服务政府
科 学 民 主 决
策。

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
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其中颇受
外国媒体关注的一点是，重新组建科
学技术部。

在我这个在华工作的印度人看
来，这是中国强化创新精神、追求科技
自强的最新举措。六年前当我从印度
来到中国时，很快就被这里充满活力
又快节奏的创新所吸引。

无处不在的
“黑白方块”

初到中国的一个夏日，我突然想
尝尝朋友推荐的凉皮。在餐厅落座
后，我发现桌上有个二维码牌。我拿
手机扫了扫，屏幕上突然跳出一个菜
单。不用叫服务员，我就可以浏览菜
品、点菜、结账，整个过程非常神奇！

在中国，这些无处不在的“黑白方
块”就是通往便捷世界的大门。从付
水电费到租自行车、乘地铁，这些二维
码彻底改变了人们与周遭世界的互动
方式，就连街边的水果摊都可以扫码
付费。

“黑白方块”是中国数字经济的一
个缩影，后者是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
动能。近五年来，数字经济每年都被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两会期间，
中国宣布组建国家数据局。

创新改变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
面。从纵横交错的高铁网络到拯救生

命的医疗技术，科技进步的成果惠及
全国每个角落。比如，远程医疗可以
突破时间和距离的障碍，使偏远地区
的人们无需长途跋涉就能及时就医，
从而挽救生命并改善数以百万计民众
的健康状况。

中国舒适又便捷的高铁令人惊
叹。连接北京与天津的城际列车时速
最高可达 350 公里，单程只需约半小
时。我曾游历很多国家，感到没有其
他国家能与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比
肩。

从基础设施到尖端技术，高质量
的创新以之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变着
中国人的生活。作为一个在华多年的
外国人，我相信中国的创新将使我的
生活变得更美好。

奉为使命的
创新精神

有次我在上海一家餐馆吃饭时，
隔壁桌的年轻工程师正热烈讨论着他
们的最新研究项目——一项有革命性
突破的仿生手新技术。和他们攀谈
后，我的钦佩油然而生。这些年轻人
渴望给世界带来积极影响，让所有人
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创新对他们而言
不仅是工作，更是使命！

多年来，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
得了显著进展，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
排名已上升至第 11位。但中国强调，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要开辟发展新
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
新。

中国的科技企业是创新精神的坚
定弘扬者、践行者。腾讯、百度等中国
企业正加大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投
入。中国还拥有可再生能源、电子商
务和生物技术等领域极具创新力的企
业。阿里巴巴、比亚迪、华为等中国企
业正以其创新产品和服务在全球舞台
上大展身手。

由此，我明白了中国“突出企业科
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含义。过去十年，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从不到 4万家增长
到 40万家。去年，中国规模以上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高技
术产业投资增长 18.9%。如此高的增
长显示了中国追求科技进步的决心。

创新快速
崛起的秘密

人们可能会问，中国创新力量如
此迅速地崛起，其背后的秘密是什
么？我能给出的答案是：开放的市
场、开明的政策以及人才的持续培
养。

首先，我认为市场开放改变了中
国创新领域的游戏规则。通过鼓励竞
争，推动商品和创意的自由流动，中国
创造了一套鼓励创新的生态系统。

而且，中国鼓励创新的政策非常
富有远见。中国将创新视作发展的第
一动力，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
中的核心地位。载人航天、探月探火、
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科技、核
电技术、大飞机制造……近年中国在
多个前沿创新领域的巨大进步，正是
得益于这种远见。

通过战略规划、加大投入和其他
激励措施，中国为人工智能、机器人和
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的研究发展铺平
道路，为国家未来的创新发展指明方
向。今年两会上，中国再次强调，完善
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
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此外，中国对人才培养的持续关
注也为创新增添了动能。通过加大对
教育和研发的投入，中国培养了一支
高技能又积极进取的专业人才队伍，
引领全国创新。中国有很多全球知名
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且覆盖科学、商
业、工程学等各个学科。年轻人的创
新创业精神和他们的工作激情，塑造
了中国社会进步和产业变革的文化氛
围。

当今世界正处于不断变革之中，
而创新始终是推动世界进步的重要力
量。中国正站在这场变革的前沿，其
骄人成就将对世界产生持久影响。能
够在中国见证这个前所未有、令人激
动的创新时代，我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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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记者看两会

中国式创新快速崛起的秘诀，从二维码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