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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2月18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2020
年全國兩會建議提案辦理情況匯報，要求匯聚眾
智促進做好政府工作、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
展。
會議指出，辦理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和政協委員

提案，是政府履職為民的內在要求，是凝聚共識
做好政府工作的制度性安排。去年，面對建議提
案數量增多、辦理時間短等情況，國務院各部門
克服疫情影響等多重困難，創新和完善辦理工作
機制，共牽頭辦理全國人大代表建議8,108件、
全國政協委員提案4,115件，分別佔建議提案總
數的88.3%和84.9%。通過辦理建議提案，各部
門共採納代表委員意見建議約3,700條，出台相

關政策措施約1,500項，有力推動了「六穩」
「六保」工作，促進了脫貧攻堅、健全公共衞生
應急管理體系、解決民生領域難題等相關工作，
為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完成全年
目標任務發揮了積極作用。會議要求，對已採納
的意見建議要持續抓出成效。
會議指出，今年全國兩會在即，要圍繞貫徹黨

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
署，把聽取代表委員意見建議、辦理建議提案作
為政府工作重要內容，融入政府決策和政策措施
落實中，確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
局、起好步。
一是認真做好全國兩會期間聽取和收集意見建

議有關工作。各部門負責人在參加列席旁聽時，

要認真聽取代表委員意見建議。各部門要積極拓
展網絡、熱線值班電話、視頻連線等多種方式，
與代表委員開展無障礙交流。

進一步提高辦理建議提案質量
二是圍繞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

把辦理建議提案與推進各項業務工作緊密結合起
來。對代表委員的意見建議要認真研究，有的要
吸收到政府工作報告和「十四五」規劃綱要修改
中，有的要充實到今後的相關工作或政策儲備
中，將代表委員的真知灼見吸收轉化為做好政府
工作的實招硬招。
三是進一步提高辦理建議提案的質量。研究重

點工作、開展專題調研時要主動邀請相關代表委

員參加，結合辦理工作推動解決重點難點問題。
對代表性強、關注度高的建議提案，要集中力量
研究辦理、重點突破。對建議提案涉及的屢提難
解的突出問題，要制定專項工作方案集中攻堅。
對辦理難度大、涉及地方的建議提案，要建立部
門與代表委員、地方聯動機制，共同推進辦理。

四是壓實責任，建立辦理台賬，明確時限，及
時辦結。辦理過程中要主動向代表委員介紹工作
進展，及時反饋和解釋答覆內容。
五是國辦要加強對辦理工作的統籌協調和監督指

導。各部門要認真總結行之有效的經驗做法，推
進辦理工作制度化、規範化。進一步做好建
議提案辦理相關信息公開工作，接受代
表委員和社會監督。

李克強主持國常會：做好兩會意見建議收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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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疫苗不均 王毅籲合理分配
中方已向53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援助 已經和正在向22國出口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沖 北京報道）新一輪疫情

仍在蔓延，廣大發展中國

家面臨困難處境。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昨日表示，新冠疫苗迅

速、大量進入高收入國家，而貧窮國家幾無所獲，這不僅導致

「免疫鴻溝」，也將加劇「發展鴻溝」。各方應攜手抵制疫苗

「民族主義」，促進疫苗公平合理分配，尤其是實現在發展中國

家包括衝突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他透露，中方已向53個提

出要求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援助，已經和正在向22個國家出口

疫苗。

據外交部網站消息，國務委員兼外
長王毅17日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

席聯合國安理會新冠疫苗問題部長級
公開會，並發表題為《以人民為中心
加強全球抗疫合作》的講話並提出4點
主張：第一，堅持人民至上，加強國
際抗疫合作；第二，全面落實安理會
決議，營造有利抗疫環境；第三，破
解疫苗赤字，加大對發展中國家幫
扶；第四，加強統籌協調，充分發揮
聯合國系統作用。

生命至上 合作抗疫是正道
王毅強調，面對疫情，沒有比人民至
上更重要的原則，也沒有比生命至上更
優先的考量。這是一場共同挽救生命的
接力賽跑，而不是你贏我輸的零和博
弈。各國要以團結取代分裂，堅定走合
作抗疫、共克時艱的正道；要以科學取
代偏見，打擊各種虛假信息和將疫情政
治化的企圖。安理會成員尤其要為此作
出表率。
目前，新冠疫苗正以創紀錄的速度研
發和生產，但也存在亟需解決的問題。
王毅指出：一是「產能赤字」。對業已
緊急使用和附條件上市的疫苗，各國既
要依託本國力量提高供給，也要積極開
展委託生產、聯合生產等國際合作。二
是「分配赤字」。疫苗迅速、大量進入
高收入國家，而貧窮國家幾無所獲，這
不僅導致「免疫鴻溝」，也將加劇「發
展鴻溝」。各方應攜手抵制疫苗「民族

主義」，促進疫苗公平合理分配，尤其
是實現在發展中國家包括衝突國家的可
及性和可負擔性，不讓一個有需要的國
家被落下，也不讓任何等待疫苗的人被
遺忘。
早在去年5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在

第73屆世界衞生大會視頻會議開幕式上
向全世界莊重宣示，中國疫苗將作為全
球公共產品，為實現疫苗在發展中國家
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作出中國貢獻。

援助疫苗 中方發揮產業鏈優勢
王毅透露，應世衞組織請求，中方決
定向「實施計劃」先提供1,000萬劑國
產疫苗，用於滿足發展中國家的急需。
中方已向53個提出要求的發展中國家提
供疫苗援助，已經和正在向22個國家出
口疫苗。中方積極發揮產業鏈優勢，支
持和協助其他國家在華或在當地加工、
生產疫苗產品，助力提升全球產能。
另據《環球時報》18日報道，近段時

間以來，多位外國領導人公開接種和誇
讚中國疫苗、多國派專機前來中國採
購、總統或高層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
中國疫苗……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
至少8位外國首腦或最高領導人公開接
種了中國疫苗，其中包括赤道幾內亞總
統奧比昂、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塞舌
爾總統拉姆卡拉旺、約旦首相哈蘇奈、
印尼總統佐科、巴林王儲兼首相薩勒
曼、秘魯總統薩加斯蒂、智利總統皮涅
拉。

讓疫苗真正成為「人民的疫苗」
美國《華盛頓郵報》16日文章指出，

疫情肆虐的當前世界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是，富裕國家訂購的疫苗數量是其人口
的兩三倍，而那些貧窮的發展中國家根
本無法獲得西方公司的疫苗合同。當這
些發展中國家被西方排擠出疫苗供應圈
後，中國疫苗為他們戰勝疫情提供了選
擇。文章引述美國蘭德公司中國問題專
家、流行病學家布伊稱：「這可能會真
正改變世界有關中國的遊戲規則。」
王毅強調，中方開展新冠疫苗國際合

作，從不謀求任何地緣政治目標，從不盤
算獲取任何經濟利益，也從不附加任何政
治條件。我們想得最多的，就是讓疫苗成
為各國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產品，
真正成為「人民的疫苗」。中方將繼續同
各方共同努力，加強在疫苗、防控等各領
域合作，推動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
奪取全球抗擊疫情最終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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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已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
最緊迫任務，而全球抗疫
的成效實際上取決於「木
桶」上最短的「木板」而

不是最長的「木板」。全球各國理應攜起手
來，共同應對這場全人類的病毒「大戰」，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第一時間同世界各
國共享新冠病毒基因組信息、搭建數據和科
研成果共享平台、積極開展藥物及疫苗研發
國際合作，率先為受疫情影響的國家提供國
際援助；中國最早承諾將新冠疫苗作為全球
公共產品，在疫苗研發成功並投入使用後，
中國又以實際行動積極推動疫苗研發、生產
和公平分配。

疫情沒有國界，病毒不分種族，人類命運
休戚與共。在疫情全球蔓延的嚴峻時刻，中

國作為少數快速成功研製出疫苗的發展中大
國，從一開始就沒有想要壟斷專利去謀一己
之利，而是在確保疫苗安全性、有效性基礎
上，將中國疫苗陸續運往海外，助力全球團
結抗疫。

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曾指出，新冠疫苗
是抗擊疫情的一種簡單、安全、有效的方
法。中國把新冠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就
意味着疫苗將不僅僅惠及某些國家或某些人
群，而是國家無論大小或貧富，其國民都將
有望用得上、用得起疫苗，特別是疫苗在發
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

正如世衞組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使大衛
．納巴羅所言，疫苗研發成功將是抗擊疫情
的重要進展，而「讓每一個人都能享受可擔
負的疫苗更了不起。中國將新冠疫苗作為全
球公共產品，是對國際社會實實在在的貢
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中國疫苗對世界作出實在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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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
道）針對所謂「大陸因素阻礙BNT
輝瑞疫苗售台」的說法，國台辦發言
人馬曉光昨日回應指出，此說法完全
是無中生有，信口雌黃，再次暴露某
些民進黨政客無道德無底線的政治本
性。他強調，所謂「有苦難言」，其
實就是自相矛盾、無法自圓其說，就
是因為他們「反陸抗陸」的政治操弄
作祟。他更奉勸民進黨當局政客，
「造謠誹謗推卸不了責任，去除心魔
才能解民之苦」。
據台媒報道，台防疫部門負責人聲
稱，原訂向德國BNT公司購買的500
萬劑新冠疫苗，因大陸阻撓導致合約
無法簽訂，自己遭外界批評不透明，
是「有苦難言」。對此，馬曉光表
示，所謂大陸因素阻礙BNT輝瑞疫
苗售台的說法，完全是無中生有，信

口雌黃，再次暴露某些民進黨政客無
道德無底線的政治本性。

復星擁兩岸獨家代理權
馬曉光稱，上海復星集團早在

2020 年 3 月就與德國 BNT 公司簽
約，參與BNT疫苗研發並擁有在中
國大陸及港澳台地區的獨家代理權。
他質疑道，「在此情況下，台灣有關
機構為什麼繞過上海復星集團向德國
BNT公司購買疫苗？為什麼刻意隱
瞞上海復星集團參與疫苗研發的事
實？有什麼難言之隱？未能簽約的真
正原因是什麼？」
馬曉光表示，他們（台灣有關機

構）應該向廣大台灣同胞講清楚、說
明白。「台灣媒體早有報道，台灣有
公司2020年下半年就尋求向復星集
團洽購這一疫苗，但卻被台灣有關方

面阻止。」他說，「這其中又有什麼
不可告人的內情？民進黨當局有關人
對此是十分清楚的。」
馬曉光續指，所謂「有苦難言」，

其實就是自相矛盾、無法自圓其說，
就是因為他們「反陸抗陸」的政治操
弄作祟。他指出，台灣地區迄今無法
及時獲得新冠肺炎疫苗，真正苦的是
翹首期待能早日接種疫苗的廣大百
姓。

奉勸蔡當局除心魔解民困
「出路明明就擺在那裏，民進黨當

局政客以民眾福祉為代價玩弄陰謀，
性質極其惡劣。」他稱，「在這個問
題上，靠隱瞞真相和顛倒黑白是過不
了關的。我們奉勸民進黨當局政客，
造謠誹謗推卸不了責任，去除心魔才
能解民之苦。」

台當局誣陸阻購BNT疫苗

國台辦批無中生有信口雌黃
香港文匯報訊 5年前的今天，習近平總書記主

持召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深刻闡明新聞輿論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確提
出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使命，體現了時代發展對黨
的新聞輿論工作的新要求。央視發表快評指出，5
年來，從建設網絡強國到加強宣傳思想工作，再到
推進媒體融合，針對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所面臨的新
形勢新任務，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重要講話和指
示作出了宏觀思考和戰略布局，提出了許多新思想
新觀點，形成了習近平新聞思想，為做好新時代黨
的新聞輿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快評指出，在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聞輿論工作

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新聞輿論工作戰線勇擔使
命、積極變革，媒體融合從「相加」向「相融」
加速奔跑，新聞輿論工作「國家隊」在開拓創新
中贏得新發展；迎接挑戰、擁抱變化，抓住全媒
體、數字化發展大潮，全面提升傳播能力現代化
水平，在創新發展中唱響主旋律、傳播正能量；
聚焦主業、凝聚人心，着力打造精品力作，反映
人民心聲，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唱響禮讚新時

代、謳歌中國夢的時代強音。
快評續指，目前，內地網民規模達9.89億，互

聯網普及率達70.4%，已經進入了全媒體時代，
信息無處不在、無所不及、無人不用。我們必須
充分適應新格局，從容應對新挑戰，將互聯網這
個最大變量轉化為推動事業發展的最大增量，推
動黨的新聞輿論工作蓬勃發展。改革永無止境，
創新永不停息。要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加
快以AI、大數據等技術創新賦能轉型升級，積極
破除體制機制弊端，着力實現「融為一體、合而
為一」，全力構建全媒體傳播格局；要堅持以人
民為中心，做到「腳上有泥土，筆下有真情」，
記錄人民火熱生活，書寫群眾奮鬥歷程，講好新
時代中國故事，持續增強主流媒體的傳播力、引
導力、影響力、公信力。
快評最後指出，新聞輿論工作戰線要強化擔當

精神，保持改革勇氣，激發創新銳氣，讓黨的新
聞輿論工作邁出新步伐、見到新氣象，以優異成
績迎接黨的百年華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凝聚起14億人共同奮鬥的磅礡力量。

持續增強主流媒體的
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

央視
快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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