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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

党中央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保
障了人民基本生活。

疫情冲击下，经济出现负增长，将“六保”作为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
和底线，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姓名：林禄清



重民生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两会中的很多热点问题都来
源于我们身边，跟我们每个人
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让我真切
感受到“以人为本”的鲜明色
彩和“人文关怀”的浓浓深情。

姓名：王瑞锋



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

有序组织中小学教育教学和中高考工作；

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县城学校建设，办好特殊教

育、继续教育，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

扩大高校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招生规模，让教育资
源惠及所有家庭和孩子；

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促进市场化
社会化就业，高校和属地政府提供不断线就业服务，
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

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
研发投入。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
验室体系，发展社会研发机构。

姓名：钮珊珊

教育是今天的事业、明天的希望。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推动教育公平发展

和质量提升”作为教育工作主题，充分

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引

领和保障我国教育事业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更加健康地发展。

近年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改革
方案，愈加关注教育公平与质量。教育
资源的鸿沟正在不断被填补，地区之间
的教育发展更加均衡，教育资源的分配
也更趋科学、公平。



权利的宣言书 时代的里程碑

姓名：许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重要意义：

（一）编纂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需要

（二）编纂民法典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三）编纂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四）编纂民法典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两新一重

姓名：李翔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

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
建设共同发展。 注重科学
技术发展，在提高经济效
益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

姓名：张雨晴



稳增长的首要：保就业

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发力 。当前就业结构性压力较大，就业难和

招工难并存。要把握我国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的趋势，做好

各个就业人群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匹配。

姓名：杨洛琳



“呼之欲出”的民法典为何如此重要

民法典并不仅仅只是权利的宣言，更是民事活动的基本遵循和依靠。

姓名：邹竹帆



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主人

一次发展盛会

这是中国在向着全面小康发展道路上一次鼓舞人心的发展盛会。

一次政治盛会

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实现了“开门红”后的又一次政治盛会。

一次腾飞盛会

这是一次腾飞的盛会，必将为祖国这只“大鹏”增添无尽的腾飞力量。

姓名：管晨曦



建议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贺丹建议，缩短基础

教育年限，扩大义务教育范围。将小学
教育年限由6年缩短到5年，将高中纳入
义务教育范围。通过强制性义务教育避
免低龄劳动力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为
提升学生创新性创造条件，同时加大人
工智能等科技素养教育。

习总书记说：“教育兴则国家兴，教
育强则国家强。” 建设教育强国，是十
九大为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明确的
宏伟目标。加快教育现代化，为孩子创
造更光明的未来。 姓名：陈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