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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世界閩商大會日前在福建省福州

市開幕，1,800多位海內外閩商共聚一堂，

聚焦服務「一帶一路」建設。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中央統戰部部長孫春蘭出席開

幕式並指出，作為最早開啟海洋意識的中

國人，閩商開創了享譽世界的海上絲綢之

路。在「一帶一路」建設、促進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以及深化中外友誼牽線搭橋等方

面，孫春蘭寄語閩商擔負起國家使命。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晨靜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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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人民政協的「前世今生」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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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與貫徹相同步的，還有
幾個重大的歷史事件，與人民政協的發展密切相
關。這就是：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制定，政協第二屆全國
委員會的召開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的
制定。

「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
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
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是著名的「五一」號召的重要
內容。由於當時普選條件尚不具備，因此中共中央
商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提出了「三步並作兩步
走」的建國方案，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
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完成了建立
新中國的歷史使命。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
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

到1952年，大陸的軍事行動基本結束，殘餘的
土匪已經肅清，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國民經濟得到
根本好轉，各界人民也都已組織起來，按照《共同
綱領》規定，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
民代表大會的條件已經成熟。

在此條件下，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在1952年
12月24日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四
十三次會議上建議：於1953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同時提出：《共同
綱領》是新中國初期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根本大
法，它所規定的任務，在過去三年中大部分已經實
現，有必要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上制定一部能夠

適應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的憲法，用法律的形式把
中國過渡時期的總任務肯定下來。經過協商，政協
常委會一致同意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建議中央人民
政府委員會即行籌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並起草憲法和選舉法。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政協第一屆全
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建議，通過並公佈了《關於
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
決議》，確定1953年召開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
的鄉、縣、省（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並在此基
礎上接着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央人民政府委
員會還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憲法起草委員
會和以周恩來為主席的選舉法起草委員會。

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公佈實施《中華
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
大會選舉法》。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普
選拉開了序幕。

為搞好普選，中國進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全國人
口普查。繼而在普查基礎上進行了選民登記。近三
億人口的選民參加選舉。

1953年春秋兩季，全國發生嚴重自然災害，農村
全力投入抗災生產工作，原定5月開始、10月完成
的基層選舉工作不得不推遲。為此，中央人民政府
委員會於1953年9月18日作出了推遲召開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基層
選舉的完成日期也推遲到1954年2月底。

1954年3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出了憲法
草案初稿，經憲法起草委員會接受後，提到政協全
國委員會進行協商。3月16日，政協第一屆全國委
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五十三次會議決定，組織在京的

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負責人和各界代表人士對
憲法草案初稿進行討論。參加憲法草案初稿討論的
共有8,000多人，經過兩個多月時間的討論，提出
了許多修改意見。憲法草案初稿經憲法起草委員會
修改以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於1954年6月正式
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交付全國人民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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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調研組赴新疆調研農村電商扶
貧。 網上圖片

第五屆世界閩商大會福州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應江洪烏魯木齊
報道）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家瑞日前率領全
國政協提案委員會調研組深入新疆烏魯木
齊、阿克蘇、伊犁等地，就「大力發展農
村電商加快貧困地區脫貧步伐」開展專題
調研。這一課題是全國政協重點督辦的提
案之一。
王家瑞指，到2020年，新疆與全國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扶貧工作是重中之
重，事關全局。而農村電商是精準扶貧的
重要載體，希望新疆抓住機遇，結合自身
實際，總結經驗，在加快農村電商主體培
育、加強基礎建設、推進模式創新、加大
政策支持等方面取得重點突破，為推進新
疆與全國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提供支撐
保障。
他並表示，調研組將在深入調研的基礎
上形成調研報告，把新疆提出的意見建
議，向中央和國家有關部委反映，推進新
疆農村電商發展取得新進展。
近年來，新疆圍繞促進電子商務與農業
農村融合發展、推動電子商務扶貧等方面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15年以來，全區累
計落實中央財政扶持專項資金 1.295 億
元，區、地、縣三級投入資金1.78億元。
在現有的7個國家級、13個自治區示範縣
裡，農村電商扶貧覆蓋了縣域50%的貧困
村和貧困人口。

孫春蘭強調，自唐代開始，勤勞勇敢的福建人就
駕福船，走一方、闖世界，開創了享譽世界的

海上絲綢之路，也造就了閩商精神，成就了閩商事
業，也給家鄉故里帶來了繁榮富裕。當前，中國仍是
全球投資機會最好的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帶來了
大發展需求，福建處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核
心區，中央出台多項政策支持「新福建」建設，區位
優勢獨特，為閩商發展帶來新機遇。

處海絲核心區閩商捷足先登
孫春蘭表示，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評價福建企業家
「敢為天下先，愛拚才會贏」，這是閩商精神的集中
體現，是閩商最寶貴的精神財富。閩商能夠在經濟風
雲變幻中，不斷發展壯大，湧現出眾多商界鉅子，關
鍵是有善觀時變、審時度勢的智慧和敢冒風險、順勢

而為的膽識。
孫春蘭指出，閩商早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

地區投資興業，可謂捷足先登，佔盡先機。同時，
「十三五」規劃拓展了廣闊發展空間。「十三五」規
劃提出160多個重大工程、項目和行動，給閩商提供
了優越的創業條件和發展機遇。此外，黨中央支持非
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釋放了巨大紅利，中央支持新
福建建設亦彰顯獨特優勢。
對於閩商的未來，孫春蘭則提出四點希望：抓住機

遇，大力發展實業；弘揚傳統，傳承閩商精神；情繫
兩岸，促進和平發展；牽線搭橋，深化中外友誼。

吳良好：香港閩商要當好超級聯絡員
據統計，香港的閩籍人士數以百萬，閩籍社團歷史

悠久，1997年成立的香港福建社團聯會迄今已擁有
團體會員200餘個。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主席吳良好已經連續五次參加世界閩商大會。他表
示，聯會此次組織百餘人的訪問團，回鄉參加閩商大
會，旨在開展多層面的交流考察活動，進一步尋找合
作商機。

「香港有120萬閩籍鄉親，要發揮他們獨特作用，
進一步深化閩港交流合作，當好『一帶一路』戰略中
的『超級聯絡員』。」吳良好指出，福建要加快「走
出去」，香港是重要的支點平台，在港閩商都要擔起
責任、發揮作用。
吳良好介紹，香港閩商的事業版圖已擴大至東南亞

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這些地方有很多親戚朋
友，結交了不少商業夥伴。「要積極宣傳家鄉的發展
情況，把『海絲』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親戚朋友請到福
建來，交流考察、尋找商機，實現共贏發展。」

香港成閩商投資熱點兩地交流頻繁
相關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香港仍是閩企境外投

資最熱門之地，多達254家。吳良好表示，當前福建
和香港的政府、企業、民間等各領域交流都逐漸熱
絡，也建立了互動機制。下一步，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將積極推動雙方交流合作，通過文化、經貿等活動搭
台唱戲，不斷為家鄉發展提供人才、資本、技術和管
理經驗等方面的支持；同時，繼續大力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出更大貢獻。

■1953年，新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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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統戰部部長孫春蘭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