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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立方”变身“冰立方”、五棵松体育中

心实现“冰篮转换”，精简火炬接力规模，由

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志愿者和运动员

共同完成 4场精彩纷呈的开闭幕式……回眸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大道至简、举重若

轻，简约、安全、精彩，尽显大国的非凡气度

与自信开放。透过体育的精彩叙事，一个

“言必信、行必果”的中国，一个意气风发、脚

踏 人 间 正 道 的 中 国 ，全 方 位 呈 现 在 世 人

面前。

冬奥盛会，一场冰雪的盛会，一次精神

的升华。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胸怀大

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

来的北京冬奥精神，激励我们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其中，自信开放，“就是雍容大

度、开放包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递深厚文化底蕴，

以大道至简彰显悠久文明理念，以热情好客

展现中国人民的真诚友善，以文明交流促进

世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

冬奥之约，中国之诺。筹办冬奥，是一

项系统工程，也是一张国力的综合考卷。广

大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参与者以辛勤付出、

坚强毅力、巨大勇气，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

任务，交出了令世界赞叹的答卷。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有关部

门、各省区市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北京携手

张家口作为主办城市尽锐出战、全力投入

……7年艰辛奋斗铸就辉煌、结出累累硕果，

充分体现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

彻执行能力。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

对中国道路有更准确更深入的认识。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是一场体育

盛会，也是一场文化盛宴、文明盛会。从充

满文化韵味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到脱胎

于篆刻、书法的冬奥标识；从创意源于西汉

长信宫灯的冬奥会火炬接力火种灯，到取自

《千里江山图》的冰场挡板图案……中华文

化与奥运文化、冰雪元素完美融合，闪耀冬

奥舞台，写下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当展

现文明交流交融的“黄河之水”最终幻化成

“冰雪五环”，当 19首世界名曲响彻鸟巢、同

神州大好河山交相辉映，四海宾朋看到了生

机勃发、自信从容的中国，也对新时代中国

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有了愈加丰富立体

的感知。

把“你”“我”汇聚成“我们”，北京冬奥盛

会架起了不同国家和地区运动员和人民联

系、沟通的桥梁。不管是运动员、教练员还

是工作人员、志愿者，人们因对冰雪运动的

热爱跨越山海相聚一堂，一起拼搏、共同成

长。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选手们一

起安慰受伤的日本队运动员；冰壶混双循环

赛后，中国队选手范苏圆、凌智为对手送上

“冰墩墩”徽章；美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汉

娜·福尔哈伯“晒”出与志愿者和队友的合

影，称这些是她的“最爱时刻”……相互激

励、友好互动的故事不胜枚举。赛场内外，

有全力以赴的较量比拼，也有温暖彼此的慰

藉祝福，传递着相通的情感，凝聚起共同的

价值。以冰雪为媒，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中国

人民的热情好客、真诚友善，感受到中国与

世界携手向未来的决心和努力。

这样的瞬间，注定会被长久铭记：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上，最后一棒火炬手将火炬嵌

入“大雪花”中央、形成由所有代表团雪花造

型引导牌组成的主火炬，奥运主火炬首次以

“微火”形式呈现在世界面前。这份潇洒和

气魄，既体现了绿色环保的理念，更映照着

深沉的中国自信。巧妙蕴含中华文化的冬

奥场馆，活泼敦厚的“冰墩墩”，喜庆祥和的

“雪容融”，扑面而来的中国年味儿，香喷喷

的豆包……当“冬奥梦”和“中国梦”精彩交

织，中国元素同奥林匹克精神有机相融，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

包容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谱写

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佳话，其魅力与

影响力必将持久扩散、历久弥新。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29个礼花

“大脚印”腾空掠过的场景令人难忘；14 年

后，迎客松造型、“天下一家”字样的焰火定

格为新的精彩记忆。时空流转，不变的是一

个民族的昂扬奋进、始终向前。发扬北京冬

奥精神，以更加自信开放的姿态砥砺前行，

激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的万丈豪情，我们一定能拥抱更加美好的

未来。

自信开放，展现新时代中国形象
—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③

本报评论部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201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

科班学员回信，勉励各位学员“珍惜荣誉、努

力学习，在各自岗位上继续拼搏、再创佳绩，

用你们的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4
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激励着广大

劳模不断提升自我、接续奋斗，也时刻提醒劳

模本科教育工作者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工作

水平，推动劳模本科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1992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创办劳模本

科班，学员主要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先进工作者。2022
年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教育创办

30 周年。30 年来，劳模本科班坚持与时俱

进、改革创新，始终与我国发展需要紧密结

合在一起，一大批劳模学员当选为各级党代

表、人大代表，成为“大国工匠”，以卓越的劳

动创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彰显了劳模本科

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实践充分证明，劳模本

科教育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创新

教学理念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育人功能、

达到育人效果。

推动劳模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构

建契合劳模特点的多元培养体系。中国劳

动关系学院以课程建设为主线，构建“夯实

专业基础，强化实践能力”的教学体系。发

挥社会工作、劳动关系、人力资源管理等特

色学科优势，在夯实学员基础理论的同时，

增设“集体协商实务”“劳动争议处理实务”

“心理咨询实务”“演讲与写作”等实务类课

程，并建立一批优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着

力完善实践教学内容。同时，以能力提升为

导向，构建多平台协同的育人体系。比如，

通过举办劳模创新工作室论坛、劳模创业发

展论坛等活动，打造具有劳模特色的学术交

流平台；聘请高校学者、实务专家开展学术

讲座，搭建高质量科研互动平台，等等。多

元培养体系，为提升劳模学员综合能力提供

强大助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

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

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劳模本科教育的另一使命，是坚持劳模精

神的价值引领，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让诚实劳动、勤

勉工作蔚然成风。多年来，我们坚持举办“劳模大讲堂”“大国工匠进校园”等

活动，成立“劳模宣讲团”，鼓励劳模学员走进机关、企事业单位、校园、社区

宣讲先进事迹，选聘劳模担任大学生德育导师和兼职辅导员，开设“大国

工匠面对面”等一系列特色课程。广大劳模学员在参加这些活动和课程

的过程中，既实现了自我提升，也把劳模事迹、劳模精神传递下去，影响并

激励了更多年轻人。

让劳动模范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是党和国家对劳模群体的关

怀和厚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劳模本科教育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也

必将大有作为。以劳模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为责任，坚持与时俱进，扎实做好各项教学工作，我们一定能推动

劳模本科教育再上新台阶，培养更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模人才，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作者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书记）

推
动
劳
模
本
科
教
育
再
上
新
台
阶

刘
向
兵

【人物】张顺东、李国秀夫妇

【故事】张顺东、李国秀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坪子村一对农

民夫妇，张顺东幼年时因意外触电失去了右臂，双脚重伤，李国秀则先天

没有双臂。他们身残志坚、自立自强，不仅将一双儿女抚养成人，还成为

村里第一批脱贫户；不仅把自己的日子经营得蒸蒸日上、红红火火，还为

村里其他残疾人服务，带动更多村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曾获全国脱

贫攻坚奋进奖等荣誉，前不久入选“感动中国 2021年度人物”。

【点评】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我们东川的一款特色七彩面条，它是由 7 种果

蔬制作而成的……”直播镜头前，张顺东和李国秀熟练地为特色农产品

带货。凭借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夫妻俩练就了一身本领——李国秀双

脚能绣花，张顺东一只手能挖田、驾驶三轮摩托车。如今这对“励志夫

妻”又有了新的目标：蹚出一条电商增收致富的路子来。

“你是我的脚，我是你的手，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张顺东经常同妻

子说这句话。一路走来，这对加起来只有一只手、两条腿的夫妻，克服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行动不便，就相互配合，干农活时，张顺东单臂挥

锄把红薯刨出，李国秀则用脚夹起红薯准确地扔进背篓；炒菜做饭时，张

顺东掌勺，李国秀在一旁帮忙稳着炒菜锅……“互为手足”、一路扶助，在

残缺中孕育美满、在苦难中淬炼不凡，夫妻俩用勤劳的付出和不屈的意

志支撑起幸福的生活。

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谈起过往的艰苦岁月，张顺东和李

国秀面带笑意。在女儿的记忆中，父母总是哼着歌，“把苦难的日子过得

像花儿一样”。面对生活的困境，他们不曾自怨自艾、怨天尤人，而是选

择昂起头来、顽强生活。在田里挥舞锄头劳作时，张顺东不时吹响轻快

的口哨；唱着“生活就像爬大山，生活就像趟大河，一步一个深深的脚

窝”，一家四口奔向向往的生活。夫妻俩给儿女取的名字中都有一个

“光”字，因为他们觉得“在任何情况下光都会发热，点燃幸福的生活”。

“我们虽然残疾了，但我们精神上不残，我们还有脑还有手，去想去

做。”身残志坚的张顺东、李国秀夫妇，在脱贫攻坚奔小康路上不等不靠、

不找不要，书写了震撼人心的奋斗故事。从因病不能站立行走、靠着养

牛脱贫摘帽的王昭权，到丢掉思想包袱、拿起锄头，拔除“贫困之根”的王

万才，再到不向命运低头，在不断尝试中探索出“稻虾共养”模式的崔兴

文……脱贫攻坚过程中激发的奋发向上的精气神，也是接续推进乡村振

兴的宝贵精神力量。

没脚走出致富路，无手绣出幸福花，张顺东、李国秀夫妇的身躯并不

健全，但他们为梦想奋斗的身影无比坚定。这份自立自强的信心勇气

里，藏着创造美好生活、成就更大事业的秘密。

自立自强书写精彩人生
溿 乐

对很多人来说，诗歌并不陌生。从语

文课堂上的诵读，到综艺节目里的比拼，每

个人都可以在凝练的笔触中感受深沉的情

怀，在传神的语句里捕捉真挚的情感。但

与此同时，也有人心生“现代人是否还需要

读古诗”的困惑，提出“古诗鉴赏有没有答

案”的疑问。

诗歌是一门语言表达的艺术。深植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诗，彰显了汉语表

达的独特魅力。相较于其他文体，古诗的

一大特点就是短小精悍，讲求用雅致凝练

的语言实现抒情表义，含义深长的同时又

追求音韵协调，朗朗上口，易于记诵。看到

大雪纷飞，写下“燕山雪花大如席”；目睹银

装素裹，感慨“千树万树梨花开”；赞誉瀑布

奇观，想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

九天”。也会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砥砺自我，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劝

人奋进，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寄语

友人，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安定内

心……这些千古流传的诗歌以其意象、哲

理和才思击中人心，精当易晓，韵味悠长，

成为现代生活中生机勃勃的文化存在。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

于言。”诗歌也是人的情感意志的表达载

体。古人将人生体验、生命思考、事物观察

凝聚到诗词之中，创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

文化世界。相似的生命经验，促使今人与

古人在情感与思想上同频共振；阅读时的

片刻感悟存留心间，迸发出激励人心的力

量。陶渊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

坚毅卓绝，苏轼“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

鸿踏雪泥”的豁达超然……每读及这些诗

句，就更能理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道

理，一时的挫折便显得不再难以逾越。

今天，身处现代文明的快节奏中，那些

亲近自然、缘事而发的诗句，能让人逸兴遣

怀，为人生掬一捧清泉。留心夏季的“映日

荷花别样红”，流连秋日的“晴空一鹤排云

上”，充满趣味的“闲看儿童捉柳花”，体现

境界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借

助诗歌，人们得以跳出日常的琐碎，凝视自

然的神奇，发掘自我的诗心，给生活添一份

诗意。

古诗是今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

库，其中的胸襟抱负、温厚美德、日常哲思、

闲情逸致，给予我们情感思想的共鸣、人生

智慧的启迪和美的享受。理解诗歌，不在

于答案是否标准，而是从正确的语词训诂

和创作背景出发，尽可能地抵达诗心，给出

合情合理的解读，这才是诗歌鉴赏的重要

旨归。在汉字的搭配组合中探寻多样性和

可能性，也是诗歌言约旨丰的独特意蕴之

所在。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正如此诗所言，古诗就像明月一般，照亮一

代又一代人的生命，滋养一代又一代人的

心灵。

给生活添一份诗意
潘 悦

■新论R■人民观点R

■人民时评R

四海宾朋看到了生
机勃发、自信从容的中
国，也对新时代中国可
信、可爱、可敬的形象有
了愈加丰富立体的感知

发扬北京冬奥精
神，以更加自信开放的
姿态砥砺前行，激扬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的万丈豪
情，我们一定能拥抱更
加美好的未来

■暖闻热评R

■金台随笔R

党和国家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

展。不久前，共青团中央联合中央宣传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门印发《关于开展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致力于

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让城市对青年更友

好，让青年在城市更有为。

青年发展型城市，是指扎实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积极践行青年

优先发展理念，更好满足青年多样化、多层

次发展需求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断优

化，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与城市创新创造活

力相互激荡、青年高质量发展和城市高质

量发展相互促进的城市发展方式。此次印

发的《意见》明确了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理念

内涵，提出了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和目标任务。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

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

年、积极引导青年，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

创新创造、建功立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把促进青年全面发展摆在城市工作全局中

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来抓，是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具

体举措，也是适应新型城镇化趋势、推动青

年发展的必然选择，必将不断提升青年在

城市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服务青年高质

量发展是根本目的。需要看到，青年发展

事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经

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广大青年的新期待

相比，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建

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为契机，尊重青年成长

规律，照顾青年的特点，优先解决影响青年

健康成长、分散青年干事精力的“急难愁

盼”问题，从青年视角补齐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短板，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发展条件，

才能为城市集聚更多青年人力资源，激励

他们建功新时代。

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助力城市高质

量发展是重要着力点。青年是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生力军，也是推动城市发展的生

力军。关心支持青年发展就是增强城市发

展活力、积蓄城市发展后劲，这已经成为越

来越多城市的共识。建设青年发展型城

市，要把提供发展服务与鼓励成才建功紧

密结合，为青年提供筑梦圆梦空间，动员青

年将个人成长融入城市发展，立足岗位、拼

搏奋斗，在文明建设、创新创业、社会治理、

生态保护等各个领域发挥主动性、积极性、

创造性，助力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

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需要各地因地

制宜、探索经验。每个城市的资源禀赋和

发展特点不同，青年自身的发展需求、成长

路径各异。有的城市科技创新氛围浓厚、

技术要素聚集，有的城市工业基础雄厚、产

业门类齐备，有的城市生态环境优美、发展

潜力较强……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要鼓励

试、倡导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推动各

个城市开展差别化探索，让青年优先发展

理念在与城市建设运营理念探索融合过程

中逐步深入人心。

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塑造青年才能

塑造未来。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青年和城

市互为贡献者和受益者。坚持发展为了青

年、发展依靠青年，激发青年与城市之间的

双向促进，才能最大程度发挥青年发展型城

市的内在优势和持久潜能，为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注入强劲的青春动力。

激发青年与城市双向促进
杨 昊

赢得青年才能赢得
未来，塑造青年才能塑
造未来。建设青年发展
型城市，青年和城市互
为贡献者和受益者

消费维权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河

北省各地推进消费维权服务站规范化建

设，今年将建立 5000 家服务站，实现消费

维权更加便利化，让消费纠纷化解更加及时

有效。同时，持续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

继续落实经营者首问责任制，建立快速解

决争议机制，有效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

这正是：

规范建设服务站，

纠纷化解不再难。

放心消费有保障，

优化环境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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