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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们殷切期盼的一天——
如潮的掌声，在人民的殿堂一

次又一次响起，凝聚起团结奋斗向
未来的力量。

2022 年 4 月 8 日上午，北京人
民大会堂。约 3000 名为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作出贡献的各界代
表，齐聚在这座光荣的殿堂，共同
参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
彰大会。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喜迎党的二十大、
信心百倍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
时刻，总结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经
验，隆重表彰先进典型，弘扬北京冬奥精
神，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春天的北京阳光灿烂，清风拂面。人民
大会堂二层宴会厅华灯璀璨，暖意融融。

表彰大会开始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
亲切会见受表彰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
出贡献集体代表、突出贡献个人和中国体育
代表团成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这是大家翘首以盼的一刻——10 时 07
分，习近平总书记健步走进大厅，现场爆发
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总书记好！”大家热情向总书记问好。
总书记也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

一声声问候，温暖人心。
一张张笑脸，幸福洋溢。
看到国家短道速滑队运动员武大靖，

总书记微笑着说：“咱们第一次见面是在8年
前，2014年索契冬奥会。”

“是的，总书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关心
和鼓励。”武大靖激动地回答。

人们的思绪，又回到那些难忘的日日夜

夜——
2013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作出支持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冬奥
会的重大决策。

从那时起，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整
个申办、筹办、举办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始
终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高瞻远
瞩，掌舵领航。

8 年多来，从出访期间同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的深谈，到申办最后冲刺时刻录制视
频为北京加油；

从 5 次专程考察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
备赛，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提出“简约、
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

从一次次亲切看望勉励冬奥运动员、冬残
奥运动员，鼓励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历史最好
成绩，到成功推动3.46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非凡的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大家共
同走过；光辉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大
家共同拼搏取得。

10时30分许，总结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
堂大礼堂正式开始，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唱响。参加大会的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
冠军苏翊鸣心潮澎湃：“我仿佛又回到了站在
领奖台上、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刻。”

伴着经久不息的掌声，习近平总书记等
领导同志分别向胸戴大红花的受表彰突出贡
献个人和突出贡献集体的代表颁发奖章、证
书和奖牌。

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148 个突出
贡献集体、148 名突出贡献个人，受到党和
国家最高规格的褒奖。

这是对一个个奋斗者、奉献者的致敬，
也是对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褒扬。

“你的那个进球很漂亮。你们冰球队第一
次参加冬残奥会就拿到了奖牌，很棒。”在给
国家残奥冰球队颁发突出贡献集体奖牌时，
习近平总书记对代表领奖的队长崔玉涛说。

“没想到总书记对我们残奥冰球队这么了
解。”崔玉涛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一
定要以总书记的关怀勉励为动力，勇敢迎接
新的挑战，不辱使命，争创佳绩！”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举办是在异
常困难的情况下推进的。在世纪疫情与百年
变局交织叠加的艰难时刻，是领航者的远见
穿透重重迷雾，是掌舵者的信心铸就破浪前
行的勇毅。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集中力量
办大事，坚持主动防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坚持办赛和服务人民、促进发展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以4个“坚持”，总结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的经验。

“我们坚信，只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
总书记决策部署，发挥好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
难，完成不了的任务！”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倪会忠在会上的发言，传递着冬
奥会、冬残奥会参与者们的共同心声。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的讲话，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和举办过程中一幕
幕经典的场景、一个个温暖的故事、一段段
奉献的佳话，又浮现在人们的眼前，激荡在
人们的心中——

当讲到“香喷喷的豆包”，生动而亲切的话
语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总书记脱开讲稿，笑
着说：“谷爱凌是爱吃馅饼，外国人还爱吃饺
子。”现场再一次发出会心的笑声和掌声。

当总书记讲到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
之城”，讲到3.46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讲到疫
情应对的金牌属于全体办奥人员……会场内
外无不感到自豪与振奋。

在北京冬奥会上夺得两金一银的谷爱凌，
对总书记提到她爱吃馅饼感到惊喜。“能让更
多人认识中国的文化，我感到特别荣幸。”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

张艺谋，为总书记对开闭幕式亮点
如数家珍深受感动。“四个仪式背
后有千千万万的幕后英雄，我们的
工作能被党和国家看到，被人民记
住，感到很光荣。”

致敬人民！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中国

人民爱国热情的激扬展示。”习近平
总书记在讲话中以一个个“广大”，

讴歌和赞颂亿万中国人民——
他们中有赛场拼搏的运动员、教练员，

有夜以继日奋战一线的场馆建设者，有服务
周到的志愿者和工作者，有守护涉奥人员健
康的医疗防疫人员……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照亮
银河。

正是一个个参与者的杰出贡献，才成就
了冰雪盛会的卓越精彩。

“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
卓越、共创未来”。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
次提出并阐释北京冬奥精神。

这是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的时代写照，也
是中华民族开创未来的精神财富。

圆梦冬奥会，一起向未来。
代表清华大学冬奥志愿服务团队从总书记

手中领过奖牌的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学生
党张弛，对总书记在大会上讲的“无愧于祖
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印象深刻。

“这是我们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应该努力
做到的。我们一定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心
系祖国，志存高远，为祖国和人民作出应有
贡献。”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记者杨依军、
高鹏）

圆 梦 再 出 发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侧记

树高千尺，其根必深；江河万里，其源
必长。

从小村庄到党中央，从农村大队党支部
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始终心怀家国、
躬身为民。

“作为国家领导人，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
工作岗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高的位置”。

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
赋予了人民领袖宽广的视野、博大的胸怀、
奋进的力量，人民领袖团结带领人民开创新
时代历史伟业。

深深扎根人民，始终信仰人民——

“我在黄土地上生根、发
芽，在红土地上成长、发展，
是党和人民将我培养成人”

2021年10月21日，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
正在这里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一块

示范田，俯身摘下一个豆荚、一撮一捻、仔
细察看成色，顺手将一颗大豆放进嘴里，细
细咀嚼：“豆子长得很好。”

这一幕，让一旁的农技负责人罗守玉既惊
讶又感到亲切：“这是老农民才有的动作呀。”

劳动的底色，铸就了为民的本色：2012
年，阜平踏雪，盘腿上炕；2018 年，汶川考察，
转磨磨豆；2019年，首都植树，扛锹铲土……

不经意间的自然流露，映照的正是岁月
不改的人民情怀。

这份情怀，积淀着红色基因。
2021年 6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

共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
展厅内，刊载着李大钊名篇 《庶民的胜

利》的《新青年》杂志原件前，习近平总书记细
细观看。

从“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
益的独立的运动”到“庶民的胜利”，革命先
驱深刻指明我们的事业“将永远存在”的历
史必然。

追忆当年，梁家河窑洞炕头一灯如豆：
《为人民服务》 短短数百字，习近平爱不释
手；《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常学常新，
信念闪耀。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沿着风
雨来路，感悟共产党人的为民初心：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细思水乳交融、生死
与共的沂蒙精神；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强调

“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淮海战役纪念
馆，感慨“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

心中装着人民，手中握有真理，脚踏人
间正道，未来无比宽阔。习近平总书记用

“三个不能”表明心迹：
“我们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不能丢。”
这份情怀，来自于成长经历。
2015年2月13日，“黄土地的儿子”回家了。
当年的老朋友拉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手，

还是那么亲切。总书记还能一一叫出他们的
小名，“那时我和梁家河村结下了缘分，注定
了今天会与你们相见。”

40年前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上，院子里
早早挤满了送行的乡亲，大家一声不响等他
起床。推开门的那一刻，习近平流下热泪。

当年在梁家河的每一个细节，都触动着
年轻习近平的心。

下地吃饭，知青的玉米团子黄澄澄的，
老乡说：“这是真粮食。”看老乡的糠团子差
很多，习近平主动换着吃。

糠团子热量少，习近平饿得顶不住了，
打开老乡的饭包，玉米团子还放着：“你们咋
都不吃玉米团子？”

“窑里男人与孩子受苦更重，要给他们留
着吃。”

深知老百姓的苦，因而挑起沉甸甸的担。
“那个时候，我就说，今后如果有条件、有

机会，我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
当年的梁家河，一个大队要接纳30多个

饭量正大的知青，乡亲们穷得叮当响，也愿
照顾城里来的娃娃。

习近平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
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
了，乡亲们给我缝。”“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

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淳厚朴实的
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

深知老百姓的好，因而发自内心牵挂他们。
从梁家河到正定，从福建到浙江，从上

海到北京，炕头板凳坐得住、粗茶淡饭吃得
进、家长里短聊得来，习近平感知着百姓冷
暖，回应着群众期盼，对人民一往情深。

这份情怀，得益于家庭润泽。
2021年9月，正在陕西榆林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中共绥德地委旧址。
展厅里，一行字格外醒目：“把屁股端端

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端端地，这是关中话，稳稳正正地。”

回忆起父亲习仲勋说过的家乡话，习近平
总书记饱含深情。

习仲勋，这位“关中农民的儿子”，被称
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生长于革命家庭，浓厚的人民情怀，耳
濡目染。

日久天长、潜移默化，家庭的熏陶将人
民二字刻入灵魂、定格为初心。

这份情怀，植根于传统文化。
2021 年 3 月，武夷山九曲溪畔，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朱熹园。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园

内墙上，朱熹民本思想的经典论述，习近平
总书记驻足凝视良久。

2018 年 6 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正是这句古语。

秉持文化的自觉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思考激活传统文化，实现千百年来为民造
福的理想——

在陕北深感民瘼，他沉吟着范仲淹的名
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正定骑车下乡，他体悟着郑板桥的心
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在宁德访贫问苦，他回想着寿宁县令冯
梦龙的为民举措，对“三言”中的警句熟能
成诵；

在北京夙兴夜寐，他多次引用 《尚书》
中的箴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
新故相因、道理相承。这份人民情怀，

植根历史的中国，因而深厚、高远。

无限热爱人民，矢志造福人民——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
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
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一名共产党员的形象，深深印刻在习近平
的心中。

1966 年 2 月，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 《县
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政治课上，老师
读到这篇文章，读着读着便哽咽了，习近平
和同学们听着听着也泪流满面。

（下转第二版）

习 近 平 的 人 民 情 怀习 近 平 的 人 民 情 怀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记者安蓓、潘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10日发布。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
和内在要求。意见明确，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
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
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
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
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
支撑。

根据意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原则
是：立足内需，畅通循环；立破并举，完善制度；有效
市场，有为政府；系统协同，稳妥推进。主要目标是：
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营造稳定
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
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
新优势。

意见坚持问题导向、立破并举，从6个方面明确了加
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从立的角度，意见
明确要抓好“五统一”。一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
一。二是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三是打造统一的要
素和资源市场。四是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
五是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
一。从破的角度，意见明
确要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
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意见强调，加强党的
领 导 ， 完 善 激 励 约 束 机
制，优先推进区域协作，
形成工作合力。

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总
结了筹办举办历程收获的 4 条经验——坚持党
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
主动防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坚持办赛和服务
人民、促进发展相结合。经验弥足珍贵，值得
倍加珍惜、发扬光大。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是 4 条经验之首。为办好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党中央从国家层面统筹力
量、协调推进筹办工作。筹办之初，党中央提
出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面对严峻
复杂的全球疫情，党中央提出“简约、安全、精彩”
的办赛要求。一系列明确要求，为办好冬奥提供
了科学指南。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在
各条战线上辛勤付出。依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向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
盛会，全面兑现了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北京
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办好冬奥盛会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
程。“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伴随整个筹办举
办历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方面紧密合

作，凝聚成强大工作合力，再次彰显了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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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各方智，聚各界力，一批
批参与者、建设者拼搏跋涉、夜以继日，以优异
成绩完成了涵盖 57 个业务领域、分解为 3000 多
项任务的工作总清单。两地三赛区倒排工期、12
个竞赛场馆全部提前完工、京张高铁从开工建
设到开通运营仅用了 3 年多时间……中国坚实
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为成功办奥
提供了强有力的底气和最坚实的保障。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举办冬奥会、
冬残奥会，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为了办
好冬奥，中国“坚持主动防范应对各种风险挑
战”。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中国全方位梳
理排查各领域、各环节风险点，建立常态化工
作机制，不断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积极
妥善应对。尤其是面对疫情带来的困难不便，
中国从严格落实“双闭环”管理，到完善场馆
防疫措施，一项项有力举措，最大限度降低了
疫情传播风险，中国的防疫政策再次经受住了
考验，为全球抗疫和举办国际重大活动提供了
有益经验，向世界展现了人类面对困难与挑战

的信心和力量。
北京冬奥会点燃了人们参与冰雪运动的热

情。中国“坚持办赛和服务人民、促进发展相
结合”。随着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步伐加
快，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两翼齐飞”，中国冰
雪运动从冬日走向四季。筹办举办冬奥会、冬
残奥会，带动了各方面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了深远的积极影响。截至2021年，全国已
有 654 块标准冰场、803 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
较2015年增幅明显。冰雪运动带动冰雪经济持
续升温，曾经的“冷”资源“燃”起了大能量。

成就源于奋斗，胜利来之不易！气势恢宏
的冰雪画卷，为国家发展带来活力、增添动
力。中华儿女必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点亮生
生不息的梦想，书写自信从容的诗篇。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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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弥足珍贵，值得倍加珍惜
■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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