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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繁荣，离不开人民的奋斗；

民族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在

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强调

“今天的中国，是赓续民族精神的中国”，

感慨“每当辞旧迎新，总会念及中华民族

千年传承的浩然之气，倍增前行信心”。

胜负之征，精神先见。犹记四川泸

定地震后，救援队伍紧握绳索攀爬过江、

抬着老乡踏过树枝“桥梁”，呈现新时代

的“飞夺泸定桥”；犹记重庆山火前，上千

名志愿者的头灯连成一条拦截火海的防

线，筑起“新的长城”……回首 2022 年，

地震、洪水、干旱、山火等自然灾害和一

些安全事故，让人揪心，令人难过，但一

幕幕舍生取义、守望相助的场景感人至

深。面对艰难险阻，千千万万普通人以

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人民具有的伟大民

族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这样点赞：“英雄

的事迹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大战大考彰显精神力量。新冠疫情

暴发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

学精准防控，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医务

人员、基层工作者不畏艰辛、勇毅坚守，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战胜了前

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每个人都不容

易 ”。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

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

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

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回首 2022 年，

我们因时因势优化防控策略，最大程度

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

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疫

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仍是吃劲的时候，

习近平主席殷切勉励：“大家都在坚忍

不拔努力，曙光就在前头。大家再加把

劲，坚持就是胜利，团结就是胜利。”

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

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

潮头。今天，中华大地上不仅有高楼大

厦遍地林立，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已

经巍然耸立。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

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

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

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

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

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

新 征 程 是 充 满 光 荣 和 梦 想 的 远

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

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

重道远。前进道路上，我们深知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必须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付出更为艰

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今年是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开局

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我们要增强

文化自信，激扬精神的力量，以斗争精

神迎接挑战，以奋进拼搏开辟未来，努

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依靠顽强斗争打

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为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征途漫漫，精神永恒。回望过往，

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

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

和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提 供 了 强 大 精 神 动

力；眺望前方，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需要伟大民族精神的

支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新时代新征程，赓续伟大民族

精神，坚定信念信心、增强历史主动、

矢志团结奋斗，齐众心、汇众力、聚众

智，我们一定能奋力创造新的时代辉

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今天的中国，是赓续民族精神的中国
—习近平主席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启示录③

本报评论员

开栏的话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坚定

信心 开局起步”专栏，深入采访经济工作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新作为新气象，充分反

映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勠力同心、勇毅前行，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的生动实践，充分展现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

足，进一步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

扑棱棱，两只大天鹅展开白翅，踏水起飞。一名摄影者翻

越围栏近拍大天鹅，正在黄河边巡护的李丰波上前阻止。

“如今，这里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每年来三门峡越冬

的大天鹅有上万只。”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门峡

管理处保护科科长李丰波告诉记者。

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门峡段，东西长 205 公

里，总面积 2.85 万公顷，是我国候鸟基本迁徙地、觅食地、越冬

地。保护区三门峡管理处，承担所辖湿地的野生动物巡护救

护、湿地生态修复治理、疫源疫病监测和大天鹅研究等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

生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三门峡管理处党支部书记张艺凡

说，“我们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保

护野生动物，守护黄河湿地，推进湿地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巡护救护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

下午 3点，李丰波来到距三门峡市区 30公里的后地村黄河

滩区“天鹅湾”，成群的大天鹅聚集于此，觅食、休憩、飞翔。

拿起望远镜，观察有没有大天鹅落单、受伤；打开手机拍

照，上报新发现的野生动物，李丰波的工作很充实。 1 小时

后，他开始统计大天鹅数量。“以 20 只为 1 个单位计算，汇总其

他巡护员的数据，再通过监控视频截屏核对。”李丰波指着不

远处的监控器说。近两年，管理处共设置 18个监控点，实现半

径 3公里 24小时监测。

“3700 只，这是‘天鹅湾’实时的大天鹅数量。”李丰波说，

与往年同期相比，数量增加了。

返回管理处野生动物救护监测中心，李丰波拉上同事崔

源，一同观察救助的大天鹅。2020 年底，该中心成立，承担全

市野生动物的救护、监测、收容、放生工作。

院内的一间屋子是大天鹅收容处，两只大天鹅在水池里

悠闲地游来游去。

“两天前，我们接到求助电话：一只大天鹅落到陕州区张

茅乡的村民院中。”负责野生动物救护的崔源驱车前往，将其

带回救护监测中心。

崔源对大天鹅进行了检查，发现没有外伤，鼻腔中有黏

液。他给大天鹅服用药物，补充了葡萄糖。两小时后，大天鹅

逐渐恢复。“观察一周，如果康复就放归自然。”崔源说。

被救护的野生动物，不只有大天鹅。救护监测中心成立

后，已累计救助雕鸮、红腹锦鸡、长耳鸮、豹猫等野生动物 100多

只 。 如 今 ，在 黄 河 湿 地 保 护 区 三 门 峡 段 ，分 布 有 野 生 动 物

1066 种、昆虫 582 种、鱼类 84 种、脊椎动物 486 种、野生植物

1121 种。鸟类从 2003 年保护区设立前的 175 种，增加到目前

的 315 种，其中包括黑鹳、大鸨、中华秋沙鸭等 9 种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大天鹅、疣鼻天鹅、灰鹤等 34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将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理念，健全巡护救护制度， （下转第十三版）

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门峡管理处—

加强生态修复 守护黄河湿地
本报记者 马跃峰 王 者

本报北京 1月 2日电 （记者赵永新）科技

部日前发布的最新全国科普统计数据表明，科

普经费增长显著，科普人员队伍建设稳步向前，

科普场馆建设持续推进，参观人数明显回升。

据统计，2021 年科普工作经费筹集规模为

189.07 亿元，比 2020 年增长 10.10%，为实现“十

四五”时期科普工作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全国科普经费增长显著，公共财政投入继

续发挥重要作用。2021 年，各级政府部门拨款

150.29 亿 元 ，占 当 年 全 部 经 费 筹 集 额 的

79.49% ；全 国 人 均 科 普 专 项 经 费 4.71 元 ，比

2020 年 增 加 0.54 元 。 科 普 活 动 支 出 83.85 亿

元，占当年科普经费使用额的 44.24%；科普场

馆基建支出 33.36 亿元，占当年科普经费使用

额的 17.60%；科普展品、设施建设支出 19.34 亿

元，占当年科普经费使用额的 10.20%。

科普人员队伍建设稳步向前，人员构成进

一步优化。 2021 年科普专、兼职人员数量为

182.75 万人，比 2020 年增长 0.80%。中级职称

及以上或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科普人员共

计 111.55 万人，比 2020 年增加 9.47%，占当年科

普人员总数的 61.04%。专职科普创作（研发）

人员达到 2.24 万人，比 2020 年增长 20.79%。专

职科普讲解（辅导）人员 4.92 万人，比 2019 年增

加 18.41%；兼职科普讲解（辅导）人员 31.03 万

人，比 2020 年增加 13.65%。

科普场馆建设持续推进，参观人数明显回

升。2021 年科技馆和科学技术类博物馆数量达

1677 个，比 2020 年增加 152 个，展厅面积增长

13.03%。其中，科技馆 661个，科学技术类博物馆

1016 个。2021 年科技馆和科学技术类博

物馆采取了更加灵活、有序且规范的管理

与接待措施，参观人数明显回升，全年参观

人次达到 1.63亿，比 2020年增加 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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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辞旧迎新，重大工程建设步履

铿锵。

海下千米勘探深钻。1 月 2 日，“深海一

号”二期工程完成了第一口井的表层喷射作

业。12 口井的钻井总井深超过 6 万米，可使

“深海一号”的天然气高峰年产量增至 45 亿

立方米，相当于海南岛 2021 年天然气消耗量

的 90%。

湛江湾内盾构掘进。广州至湛江高铁湛

江湾海底隧道施工现场，“永兴号”盾构机成

功穿越海域段，进入湛江主城区。这个总投

资近千亿元的项目通车后，将实现广州中心

城区至湛江中心城区 90 分钟互达。

胶东半岛山间筑坝。1 月 1 日，国网新源

山东文登抽水蓄能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

为 山 东 电 网 增 加 了 60 万 千 瓦 优 质 调 峰 能

力。电站设计年发电量 27 亿千瓦时，预计今

年年底前 6 台机组全面投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扩大国内

需求”“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

全社会投资，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

强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

矛盾。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重大项目

密集开工，基础设施投资提速，着力发挥内需

拉动作用，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需

求潜力，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固根基、稳增长，重点领域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

总高度约 160 米、总重量超 3 万吨、单层

甲板面积相当于 10 个篮球场，2022 年 12 月

7 日，亚洲最大海上石油生产平台恩平 15—1
在珠江口盆地投用。

“平台安装设备及系统近 600台套，是常规

海上平台的 2 倍，可以实现钻井、修井、无人化

远程操控、二氧化碳回注封存等多项功能。”中

国海油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邓常红介绍，通过

配备我国海上首套自主研发的 7600 千瓦原油

发电机组，打破国外垄断，工程降低投资约

6800 万元，节省年度维保费用约 30%。恩平

15—1 油田群全面投产后，高峰日产石油将近

5000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注入强劲动力。

一 路 向 北 ，千 余 公 里 外 的 长 江 江 苏 段

上 ，主 跨 2300 米 的 世 界 最 大 跨 度 悬 索 桥

—— 张 靖 皋 长 江 大 桥 南 航 道 桥 建 设 正 酣 。

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入桩基，辅塔

41 根桩基钢护筒全部浇筑完成。“桩基采用

直径 2.2 米、桩长 99.5 米的钻孔灌注桩，克服

水位变化、寒潮等不利影响，历时 50 多天顺

利完成。接下来我们要全力冲刺大桥南塔

首根桩任务。”来自中交二航局的项目副经

理周宴平干劲十足。

从西部内陆到东部沿海，从南海之滨到北

国边陲，放眼神州大地，固根基、扬优势，补短

板、强弱项，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

穿山越岭、长虹飞架，交通建设步稳蹄

疾。京雄商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西宁至

成都高铁、南通至宁波高铁等开工建设，中西

部国家高速公路待贯通路段加快打通，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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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月 1日，云南曲靖至广西百色高速

公路罗平至八大河段正式建成通车，曲靖至

百色车程缩短近 60 公里，用时节省 1 小时。

毛 虹摄（影像中国）

本报北京 1 月 2 日电 （记者丁雅诵）记者

从教育部获悉：截至去年 11 月，我国慕课数量

已经达到 6.2 万门，注册用户 4.02 亿，学习人次

达 9.79 亿，在校生获得慕课学分认定 3.52 亿人

次，慕课数量和学习人数均居世界第一。“以慕

课为牵引，深入开展在线学习、翻转课堂、混合

式教学等教学模式改革，高等教育数字化进入

新阶段，高等教育形态正发生深刻变革。”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优质课程资源持续增长。国家高等教育智

慧教育平台自去年 3 月上线以来，更新了覆盖

14 个学科门类、92 个专业类的慕课资源，提供

了近 10 万种教材及 300 多个虚拟仿真实验。截

至去年 11 月底，平台用户覆盖 166 个国家和地

区，平台与课程服务平台累计访问 292 亿次，选

课学习接近 5 亿人次。

慕课西行促进教育公平。利用东部师资与

技术优势，将优质资源输送到西部高校，累计向

西部高校提供 17.29 万门慕课及定制化课程服

务，帮助西部地区开展混合式教学 327.24 万门

次，学生参与学习达 3.76 亿人次，西部地区教师

参加应用培训 171.4 万人次。目前，已有 725 所

西部高校使用慕课开展在线教学或混合式教

学，占西部高校比例 97.3%，西部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能力显著提升。

国际交流合作广泛开展。自 2020 年发起成

立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以来，开设 168 门全

球融合式课程，11个国家的 13所世界著名大学实

行了互认学分，推出了 8门英文全球公开课，吸引

全球学习者 730 万。“爱课程”和“学堂在线”两个

高校在线教学国际平台，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全球教育联盟，向全世界大学生和

学习者开放 1000 余门、14 个语种的在线

课程，全球累计学习人次达 6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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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 日，多艘货轮在山东港口烟台港进行装卸或靠离作业。元旦假期，烟台港迎来“开门红”，大型货轮往来穿梭，码头作

业有条不紊，一派繁忙景象。 唐 克摄（人民视觉）

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 1 月 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函

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祝贺他就任巴西联邦共和

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

新兴市场国家，互为全面战略伙伴，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担负

着共同的发展责任。中巴建交 48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

关系持续深入发展，日益成熟活跃，已成为发展中大国关系典

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前景。我高度重视中巴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你携手努力，继续坚定支持彼此国家走符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推进双边务实合作，

密切多边协调配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引领和推动中巴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致函祝贺卢拉就任巴西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