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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蒋效愚
认为，借助申办冬奥会，将有力推动冬季项
目的普及，改善人们健身的生活方式，从而
提高整体国民体质。

在申冬奥的蓝图中，“3亿人上冰雪”是
重要目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冰雪运动不
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大众的冰雪需求呈现

“爆发式增长”。仅以冰球为例，目前北京中
小学生的冰球队已多达96支，参与人数超过
2000 人。“冬季项目在我国发展势头迅猛，
如果申冬奥成功，冰雪设施将进一步增多，
有兴趣投身冰雪运动的人数会出现井
喷。”北京冬奥申委副秘书

长、新闻发言人王惠说。
奥运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国际体育盛会，

高昂的办赛成本曾给举办城市带来负累。北
京2022年冬奥会将“节俭办赛”作为三大理
念之一，在申办和筹办的过程中，让昔日

“奥运遗产”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蒋效愚
表示，北京申办冬奥会的12个场馆只需要新
建 1 个，现有媒体中心等设施已能满足需
求，专家人才和知识财产也被冬奥申委吸收
借鉴。“奥林匹克与举办城市的发展要互利
双赢，节俭办赛的理念，既符合国际奥委会

2020改革议程，也符合实现中国梦的大
方向。”

“北京奥运会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形象，得
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

改革开放后的新风貌。中国要提升在体育界的话语
权 ， 需 要 奥 运 会 这 个 宝 贵 平 台 ， 借 助 申 冬 奥 的 东

风，增强我国的软实力，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蒋
效愚说。
中国作为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对奥林匹克的热爱，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体
现。有专家直言，要向评估团充分展示北京举办冬奥会的条件和能力，

以此为契机实现“更快的环境改善进程，更高的区域发展水平，更强的公众参
与力度”，必将对我国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在方力看来，申办冬奥会的过程中，我们的生活也会有潜移默化的改变。
“冬季项目的推广，让更多人投身大自然，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公众的环保意
识有所提升，环境的改善需要政府倡导更要有公众参与，希望每个人切实行动
起来。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之间，将有很多新探索、新成果，使我们的家园
更加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

“北京已经办了一届很成功的夏奥会，为什么还
要再申办冬奥会？”王惠给出的答案是，满足人民群众
的需求，让老百姓享受实惠和福利。“借助申冬奥的契
机，可以改变当地的产业结构，靠冰雪产业增加就业，
让当地人尽快富裕起来。同时，申冬奥将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把体育融入生活，受益的也是
老百姓，这个影响可能会延续几代人。”

把申办过程与城市发展相结合，是京张申冬奥的一大特
色。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借助顶级体育赛事的平台，促进
整个区域的一体化进程。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方力认为，“要在三个方面实现突破，一
是通过交通设施建设缩短地域距离；二是构建更合理的产业布局，在城市规划中发挥
张家口的绿色屏障功能；三是在大气治理、环境保护方面协同合作。”

据悉，北京已经启动 2013年至 2017年的空气治理计划，2017年再启动至 2022年
的计划。政府将出资 481 亿元人民币，同时带动社会总投资 7600 亿元来防治大气污
染。王惠表示：“治理空气的首要目标并不是为了申办冬奥会，而是为了让民众呼吸到
好空气，二者之间是一个互促互助的关系。”

历经漫长的筹备工作，北京

联合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终

于迎来“大考”。3月23日，国际

奥委会评估团19名成员全部抵达

北京，从24日将开始在京张两地

进行为期5天的评估考察。

如果此次申办成功，北京将

成为第一个同时举办过夏奥会和

冬奥会的城市。但申办冬奥会的

意义，绝不仅仅为创造纪录。满

足群众冰雪运动需求、传播奥林

匹克价值观、改善城市建设和生

态环境、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冬

奥会带给我们的改变、留给我们

的实惠，远比想象的多。

与城市发展相结合，惠及区域和百姓与城市发展相结合，惠及区域和百姓 提升国家软实力，改变大众生活方式

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奥委会委员、、评估委员会评估委员会
主席亚历山大主席亚历山大··茹科夫茹科夫2323日抵达首日抵达首
都机场都机场。。 张陆朋张陆朋摄摄（（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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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3亿人上冰雪，让奥运价值观扎根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3 月 23 日因
病逝世。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唁
电中所说，李光耀先生的逝世，是新加
坡人民的损失，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

我见过李光耀先生很多次，对他是
由衷的敬佩。他是新加坡的国父。新加
坡独立之后，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从
一个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崛起成
为第一世界国家（李光耀语）。世界上再
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地方。要知道世
界上小国家多得是，有几个发展成这样
的？北欧一些小国家，也多是用了100多
年才发展起来的。

在 二 战 以 后 反 殖 民 的 独 立 国 家
中，李光耀是最后一位政治强人了。
对他评价高的不仅仅是中国人，他更
是世界公认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他从
不空讲理想，而是讲可行的理想，是
一个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时时都
以国家利益为重。新加坡人对李光耀

非常敬佩，因为他所做的就是为了新
加坡的整体利益。

李光耀有自己的决断。他对西方
媒体说过很有名的话，大意就是，我
是新加坡人民选举出来的，而不是你
们选举出来的。他的想法是，只要政
府的政策是为了新加坡社会和人民的
长远利益，即使暂时有人反对，外媒
恶意批评，也要坚决执行下去。

他和新加坡的成功，也充分证明
了：坚定不移走自己的道路，才能成
功，不要怕别人说。这是给中国的第
一点启示。

今年是新加坡建国 50 周年。50 年
来，新加坡从低收入国家一路发展到了
高收入国家，而且没有掉进中等收入陷
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现在到了 5.5 万
美元的级别，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高收
入国家。在考虑这些成就的时候，一定
不能忘记，新加坡几乎什么资源都没

有，就连喝的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
中国资源禀赋也不好，问题层出

不穷，但至少有淡水，有大量智慧的
民众，有高效有力的政党，只要持之
以恒地努力，一定可以破解难题，实
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这是李光耀
给中国的第二点启示。

李光耀，或者说新加坡，对于中
国的影响是分多个阶段的。1978年邓小
平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就在构思中国的
改革开放政策。直到视察南方以后，正
式提出向新加坡学习。早期，中国对新
加坡的经济发展感兴趣；后来亚洲发生
金融危机，又对新加坡的金融制度感兴
趣；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时对新加坡的工
业园区感兴趣；到了天津生态城，是对
新加坡的环境与生态发展感兴趣。

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作为一个
以华人为多数的社会，如何构建出了
清廉的政府和法治的社会，而且是在

一党独大的前提下完成的，这很值得
中国借鉴。

李光耀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抓住
了“关键的少数人”。新加坡很重视人
才，一部分是政治人才，另一部分是
专业人才。政治人才的任务就是把专
业人才找到，把他们用好。新加坡到
全世界去找能干的人，有了人才，那
什么都有。抓住“关键的少数人”，这
是李光耀给中国的第三点启示，中国
也正在这样做。

李 光 耀 对 1978 年 来 访 的 邓 小 平
说，未来大陆一定会成功。他的理由
是，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
的后裔，祖先都很贫穷，因此没什么
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
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

李光耀很看好中国，中国也不会
被他错看。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
亚研究所所长）

本报北京3月23日电（记者吴
月辉） 中国目前运载能力最大的长
征五号运载火箭23日16时在京完成
芯一级动力系统第二次试车，进一
步验证了芯一级模组设计方案的正
确性，为年内转入发射场合练奠定
了坚实基础。

国防科工局局长、国家航太局
局长许达哲表示，长征五号运载火
箭是中国首型全新研制的新一代运
载火箭，能够将中国进入空间的能

力提升 2.5倍以上，大幅提升中国运
载火箭总体技术水准，为进一步完善
运载火箭能力布局提供了有力保障。

“探月三期是我国航太领域迄今
难度最大、最复杂的工程，要实现月
面采样返回，全面完成探月工程绕
月、落月、返回地球的总目标。目前，
嫦娥五号任务正处于紧张的产品研
制、系统集成和试验验证阶段，计划
2017年前后在海南发射场由长征五
号运载火箭执行发射。”许达哲说。

“长五火箭”芯一级动力系统二次试车

2017年前后送“嫦五”奔月

阳春三月，喜
马拉雅山脉腹地连
降大到暴雪，部分
地段积雪厚度达到
3 米左右，气温骤降至零下 18 摄氏
度。连日来，西藏阿里军分区普兰边
防连加强边境管控力度，采取乘马与

徒步相结合的方式不定期对涉外山
口实施边防巡逻，以确保边境地区的
安全稳定。向文军摄 （新华社发）

解放军喜马拉雅山踏雪巡边

李克强会见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外宾
本报北京3月23日电（记者吴乐珺）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2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5年年会的境外代表，并同他们座谈交流。

李克强指出，中国政府正在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
放。我们将继续放宽市场准入，重点扩大服务业开放，同
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外商营造稳定透明的政策环境、
高效规范的行政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对外开
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希望在华外资企业把握中国经济发
展大势，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李克强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本报北京3月23日电（记者吴乐珺）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2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
德。

李克强指出，今年适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特别提款
权 （SDR） 进行审查。中国希望通过加入 SDR，积极参与
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国际合作，同时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和
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

李克强会见亚洲开发银行行长
本报北京3月23日电（记者吴乐珺）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 23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
彦。

李克强指出，中方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是为了加快本地区互联互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亚投行
将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
实现互利共赢。

张德江与拉美议会议长会谈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熊争艳） 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张德江23日在人民大会堂与拉美议会议长卡斯
蒂略举行会谈。

张德江说，拉美议会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议
会间组织。中国全国人大高度重视与拉美议会的友好关
系。希望双方在已有良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

卡斯蒂略说，拉美议会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立法机关
的友好往来，对中国全国人大成为拉美议会观察员感到荣
幸，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俞正声会见日本执政党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刘东凯） 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23日会见了日本自民党干
事长谷垣祯一和日本公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率领的日本执
政党代表团。

俞正声说，中国共产党重视与日本执政两党的友好关
系，愿继续加强高层往来和机制化交流，夯实两国战略互
惠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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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丛军许丛军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希望希望77号号””待赴巴西待赴巴西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就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不幸逝世向新加坡总统陈庆炎致
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
对李光耀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李光耀的亲属表示
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共和
国的缔造者，也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
家。李光耀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关系的
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李光耀先生同中国老一辈
领导人共同确立了中新关系发展方向，为增进两国人
民友谊、开拓两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光耀先生
的逝世，是新加坡人民的损失，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新友好合作关
系，愿同新方一道，坚持和发展两国传统友谊，以今
年中新建交25周年为契机，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
合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又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张德江、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3日分别就新加坡前
总理李光耀逝世致唁电。

李克强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致唁电表示，李光耀
先生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推开了中新友好合作大
门，他为中新关系和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必将载
入史册。

张德江向新加坡国会议长哈莉玛致唁电表示，中
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
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张高丽向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致唁电表示，中方
愿与新方一道，继承并发扬中新友好传统，充分发挥
中新双边合作机制作用，保持两国合作良好势头，推
动中新关系得到更大的发展。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今年2月5日因感染严重肺炎
进入新加坡中央医院住院治疗。此后，其病情一直处
于危重状态。3 月 23 日凌晨 3 时 18 分，李光耀在新加
坡中央医院病逝，享年91岁。

国际奥委会评估团抵京

京张申冬奥京张申冬奥，，释放多少释放多少红利红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郑 轶轶 马马 剑剑 季季 芳芳 李李 硕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