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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金银双色、覆冰雪祥云，蕴含中国

传统“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设计思想的飞
扬火炬正在“双奥之城”北京“鸟巢”燃
烧。2022年北京冬奥会已过半程，古老东
方国度的“冰雪之约”仍在继续。

从“每一秒都很浪漫”的开幕式惊艳
世界，到赛程中不断闪耀的“突破极限、挑
战自我”的奥林匹克竞技之美；从“一墩
难求”的“冰墩墩”全球圈粉，到中国人全
民同享冰雪之乐……一个古老又充满朝
气、和善又友好的现代中国展现在世界
面前，“大雪花”所蕴含的“共克时艰、一
起向未来”寓意也更加清晰。

“绿色”为奥林匹克增彩
伊雷妮·斯豪滕打破速度滑冰女子

3000米奥运纪录，凯·努伊斯打破速度滑冰
男子1500米奥运纪录，高亭宇打破速度滑
冰男子500米奥运纪录……冬奥期间，国家
速滑馆“冰丝带”见证多项新纪录诞生。

“冰丝带”也有一项属于自己的“世界
纪录”：全球首个应用二氧化碳制冰技术
的冬奥场馆，采用的二氧化碳制冰能效提
升30%，1年可节省约200万度电。

中华民族历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
作为本届冬奥会最重要的理念之一，“绿
色办奥”蕴含中华文明崇尚天人合一的
古老智慧，更为兑现“双碳”承诺，向世界
提供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关
系的“中国方案”。

奥运史上首次实现全部场馆绿色电
力全覆盖，所有冬奥场馆从规划建设时就
考虑到赛后利用计划，北京冬奥会是第一
届从申办、筹办、举办全过程践行《奥林匹

克 2020议程》的奥运会，积极落实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

蓝天白云下，在一间灰白小屋顶部，
两组红蓝绿相融、颇具冬奥元素的条状风
叶迎风飘舞，与不远处的“冰丝带”相映
成趣。这座小屋是“冰丝带”的服务和应
急咨询站点，通过使用太阳能光伏板、热
回收系统等，小屋达至零碳排放。

有评论说 2022年北京冬奥会呈现出
三种颜色：“冰雪之白”“中国之红”和“绿
色之洁”。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我们非
常有信心北京将为《奥林匹克 2020议程》
树立新标杆。”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
调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认为，北京冬奥
会将成为“最清洁”的奥运会。

“双奥”让百姓受益
“做梦都没想到能跟冰雪运动结

缘！”今年 15岁的刀吉蕴来自云南德宏芒
市，这个从小没见过下雪的姑娘却在
2018年开始“触冰”，现在成为了云南省
短道速滑队的一员。

她的教练安奇说，随着冰雪运动的推
广，特别是受冬奥会感召，越来越多的当
地人前来体验“冰上飞”的乐趣。

曾经，中国“冰雪运动难出山海关”。
冬奥会的到来，让冰雪运动的种子得以在
中国各地播撒。申办冬奥会时，中国提出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7年
后，超过3.4亿人享受冰雪成为现实。

中国两次举办奥运会，北京成为世界
首个“双奥”之城。本届北京冬奥会共使
用 14个 2008年奥运遗产，并在此基础上

创造新的“双奥”遗产。
“水立方”可以进行水和冰的转换，

五棵松体育中心可以实现“冰篮转换”，
在北京夏季奥运会临时场馆曲棍球场、
射箭场“土地遗产”上建成的“冰丝带”，
可以开展冰球、冰壶等群众运动，真正
实现了体育为人民服务。

借助冬奥会，中国许多城市的风貌、
气质得以跃升，河北张家口全面跨入高
铁时代，北京延庆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持续加
速，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和社会治
理能力大幅提升。

此外，本届冬奥会“绿色、共享、开放、
廉洁”的办奥理念、科技创新的探索实践、
志愿服务事业、志愿者精神，都将进一步
实现成果转化，造福人民。

更团结、向未来
在崇礼云顶滑雪公园，奥运三金得

主、美国选手肖恩·怀特 11日以第四名的
成绩完成奥运生涯的“最后一舞”。在泪
水与掌声中，他不舍地挥别征战近20年的
单板滑雪赛场。

“对于我这样的老将来说，职业生涯
真的所剩不多了。如果冬奥会推迟一年，
可能我就不一定能参赛了。”怀特说，长时
间以来，整个世界都处在疫情的阴霾下，

“幸好，我们还有奥运会。”
本届冬奥会上，有91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 3000名参赛运动员同台竞技。对于运
动员而言，“如期举办”是对他们宝贵竞技
状态的守护。对于世界而言，新冠肺炎疫
情阴霾未散，全球性难题层出不穷，这场

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呼唤世
界“一起向未来”恰逢其时。

“团结友爱、公平竞争、相互理解”的
奥林匹克精神在本届冬奥会上体现得淋
漓尽致。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比赛中，
中国队选手金博洋和日本队选手羽生结
弦在比赛中奋力拼搏、超越自我，还上演
了令无数粉丝羡慕的“神仙友谊”；中国
冰壶混双组合范苏圆、凌智赠给美国选
手“冰墩墩”徽章，双方合影留念；与“谷
爱凌挑战世界最高难度成功”同时登上
热搜的还有“谷爱凌跪地安慰失误的银
牌选手”……“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真
正原因——把体育带给大众，把人们团结
在一起。”肖恩·怀特说。

近 7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约
170位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启动
中俄体育交流年、2022 中阿友好合作
年，商讨优质波兰农产品输华，同阿联
酋拓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航空航天
等领域合作，同塞尔维亚继续加强抗
疫合作和新冠疫苗联合生产……沉甸
甸的外交成果背后，是中国与各国团结
合作、共向未来的胸怀与决心。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当前，
世界需要一届成功的冬奥会，向世人
发出明确信息，即任何国家、民族、宗
教的人民都可以超越分歧，实现团结
与合作。”如期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将和
平、友谊、进步的种子播撒到奥林匹克
大家庭中，“微火虽微，永续绵长”的奥
运之火正在照亮冰雪、温暖世界。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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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秦才轩）省财政
厅日前透露：自我省省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工作实施以来，
省财政累计安排资金 86.68亿
元，通过对国有资本收益的合理
分配及使用，提高了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推进了我省国有经
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支
持我省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我省通过建章立
制、完善制度，省级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已形成 1+3+2的管
理制度体系，建立了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编制、执行、评价、监
督“四位一体”的全过程管理机
制，实现了省级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制度全覆盖，制度建设走
在全国前列。近10年来，省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累计向延长
石油、陕煤集团等 36户优势企
业注入资本金 42.70 亿元，积
极落实省委、省政府强企战略
部署，解决我省国有企业发展
体制、机制问题；安排费用性支出 30.07亿元，支
持我省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
设，处理国企改革遗留问题；不断提高国有资本
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累计向一般公共预算
调入资金 13.76亿元，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今年，省财政厅将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制度，不断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的
绩效管理，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支持
企业发展中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做强做优做大国
有资本，持续推动我省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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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照亮前行的方向，凝聚奋进的力量。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十四五”开局良好……处于“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的中国，向着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出坚定的关键步伐。

站上新起点，逐梦之路更宽广
2月 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44名孩

子用希腊语唱响奥林匹克会歌，清澈的天籁
之音打动世界。

演唱的孩子们来自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
阜平县。2012年 12月，中国脱贫攻坚动员令
从这里发出，2020年 2月，阜平县脱贫摘帽，退
出贫困县序列。

千年梦想，百年梦圆。到 2020年底，中国
所有 832 个贫困县像阜平一样告别绝对贫
困，次年，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
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出新
的一大步。

亿万人魂牵梦萦，几代人上下求索。
2012年 11月 29日，刚刚上任的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提中国梦：
“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

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

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
勾勒出中国梦的宏伟蓝图。

追梦，离不开正确方向；圆梦，更需清晰
路径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增进人民
福祉为根本，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跨越 10年，3000
多个日日夜夜，见证着一个个梦想成真的伟
大瞬间。

逐梦十年，中国的发展步履更加坚实——
经济总量超过 110 万亿元，连年对世界

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人均GDP超过 1.2
万美元，形成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
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画卷正徐徐

展开；在不少科技领域由“追赶”变为“并跑”
甚至“领跑”……

逐梦十年，中国的民生保障更加有力——
自 2012 年以来实现近 1 亿人脱贫，历史

性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
题；老百姓钱袋子更鼓，就医看病更方便，
就业选择更多；建成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
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规模超过 10 亿
人；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公平正义
阳光洒遍城市乡村……

逐梦十年，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世界

难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主动扩大高
水平对外开放，为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注入
强劲动力；跨越不同地域和文化，“一带一
路”朋友圈不断壮大，遍及 140 多个国家和
30多个国际组织……

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
发展中国。对于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外
媒感叹：通过带领中国走向前所未有的繁
荣富强，中国共产党证明了自己的理论和
实践的优越性。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沧桑巨变，换了
人间。

2021 年，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中国向世界豪
情宣告——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凝聚新力量，筑梦脚步更铿锵
壬寅新春，苍穹璀璨。广袤无垠的太空

中，中国航天员忙着挂灯笼、贴春联，第一次
在中国空间站里过大年。

嫦娥探月、北斗组网、天问探火……一个
个写满艰辛与荣耀的飞天梦的实现，为中国
逐梦写下生动注脚。

伟大梦想令人振奋，逐梦之路充满艰
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用攻坚克难的精神破
局，以艰苦奋斗的姿态干事，才能凝聚起闯
关夺隘的力量。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锚定高质量发展——
（下转第二版）

逐梦新征程 奋进向未来
——2022新开局看“筑梦中国”新跨越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习近平致电祝贺施泰因迈尔当选连任德国总统
■我国确保全年粮食产量继续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预计2022年我国宏观杠杆率将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商务部：2021年服务进出口总额近5.3万亿元
■医保支付方式全面改革 3年内覆盖所有统筹地区
■武大靖获得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第六

2022北京冬奥会赛程过半。在这场精
彩绝伦的冰雪盛 宴 上 ，从 一 枚 小 小 的 奖
章到供奥运选手休息使用的“智能床”，
再到一座座“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奥运场
馆……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惊艳着世界，
也展现着新时代中国制造的新风采。中
国制造何以能闪耀冬奥？

这背后是中国科技的崛起。
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由大到强，创新是必

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把创新摆在国家
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竞
相涌现，创新成为引领国家发展的重要动
力，也为中国制造从微笑曲线底端向两端攀
升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以0.01秒之差就会
决定奖牌归属的短道速滑项目为例，一套优
秀的比赛服既要具备减阻效果，还要能承受
碰撞中冰刀的切割，这些性能的实现，融合
了数学、计算机图形、材料力学等多个学科
技术。在过去，中国选手的速滑服只能从国
外定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如今中国
奥运健儿穿上了自主研发的世界级水平的
比赛服驰骋赛场。

首辆国产雪车、体型庞大的雪蜡车、新
型奥运版复兴号智能动车……北京冬奥会
上，一个个令人振奋的“中国创造”，既是中
国制造自主创新的有力见证，也为北京冬奥
会的顺利举办提供着强有力的保障。我们
从中看到了中国制造的蜕变，也看到了中国
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这背后是对高品质的不懈追求。
质量强则制造业强，制造业竞争归根结

底是质量竞争。曾几何时，处在微笑曲线底
端的中国制造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近
年来，随着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质量优先

的追求日益深入人心，中国制造从低端跃向中高端有了坚
实的基础，也在此次冬奥会上“大显身手”。

从“水立方”到“冰立方”，挑战无处不在。仅仅是在
泳池上搭建冰场结构这一项，团队就耗时116天，编制了35
个制作及施工方案，绘制了485张设计图并进行了35次试
验，最终选定了综合指标最优的钢结构支撑加混凝土预制
板组合方案。对高质量的追求成为中国制造新风尚，“冬
奥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品质托举起“中国制造”闪耀
冬奥的自信和底气。

这背后是大国工匠们的精益求精、推陈出新。
喷漆、冻水、控制冰温，为给赛会制作高质量冰面，制

冰师精心雕琢每一寸、每一层冰面；18道生产工艺、20道
质量检验，一枚枚熠熠生辉的奖牌，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为了还原冬奥会制服设计上独特的颜色，设计师以1平方
厘米为单位，一个点一个点进行对色。“执着专注、精益求
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新时代，自觉弘扬工匠精神，大
国工匠们实现了新的飞跃，北京冬奥会见证了中国制造到

“中国质造”的美丽蝶变。 （井积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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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3 日，中国队选手曲
春雨在比赛中。

当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
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短道速滑
项目女子 3000 米接力决赛中，
中国队获得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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