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优先，托起绿色江淮
（上接 1版）

整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我省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为抓手，将“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从长江流域推开到全省，对
各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大起底大整治，推动解决一大批突出
问题，以环境改善提升群众环境获得感。

纵深推进改革，激发绿色活力
近日，我省首笔绿色电力交易达成，新能源发电企业太白光伏

与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液化空气（合肥）有限公司等电力用户达
成总量为11000兆瓦时的绿电交易。 首笔绿电交易的达成，不仅满足
了用户绿电消费需求，帮助用能企业拓宽减排路径，又起到优化能源
消费结构的作用，将可实现节约标煤3600吨、减排二氧化碳9400吨。

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是纵深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重要举措。 生态改革激发绿色活力。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省抓制度创新，重点深化林长制、生态补
偿机制等“改革变革”。

纵深推进林长制改革，我省高质量推进全国首个林长制改革
示范区建设，深化护绿、增绿、管绿、用绿、活绿“五绿”并进体制机
制，实施平安、健康、碳汇、金银、活力“五大森林行动”。 今年3月，
我省全面启动“四条生态廊道”建设，目标是把长江、淮河、江淮运
河、新安江打造成水清岸绿、城乡共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
廊道。 目前，全省5.2万名林长守护400万公顷森林和100万公顷湿
地。 全省森林面积已达6262万亩，森林蓄积量超过2.7亿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达30.22%。

纵深推进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新安江每年向千岛湖输送近
70 亿立方米干净水，连续多年是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 在接
续开展三轮试点基础上，我省与浙江共同谋划新安江—千岛湖生
态补偿试验区，加快建立科学的跨流域生态补偿、污染赔偿标准
和水质考核体系，努力把新安江流域打造成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新
样板、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典范。

纵深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我省明确，把碳
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科学制定时间表、 路线
图，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
污降碳行动，突破绿色低碳技术，提升生态碳汇能力。

污染防治攻坚，扮靓生活家园
“过去河水臭，村里脏。 如今河水变清了，村里变美了。 ”涡阳

县牌坊镇周桥村村民徐林林感慨家门口的环境变化。 徐林林所说
的河为武家河，是涡河的一条支流。 以前河里杂草丛生，各种漂浮
物随处可见。 近年来，牌坊镇对流经当地的武家河段进行分期分
段治理，清理土方、打捞清理漂浮物、清理河岸垃圾坑、栽植树木
花草等等，全力打造武家河生态廊道。 如今，生态宜居的水景廊道
展现在百姓面前，河水清波荡漾，两岸绿树红花。

环境就是民生。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省构建生态环保齐抓
共管格局，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集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三大主战
场。 保卫蓝天，我省强化控煤、控气、控尘、控车、控烧“五控”措施；
保卫碧水，全面落实“水十条”，重点推进城镇污染、农业农村污
染、水源地污染、工业污染、船舶港口污染治理；保卫净土，优先保
护耕地土壤环境，突出工业污染场地治理与修复，开展危险废物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等。

保护生态，生态也会回馈。 2020 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 去年全省 PM2.5年均浓度为 39 微
克/立方米 ， 比 2015 年下降 25.0% ；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82.9%，比 2015 年提高 5 个百分点；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优良比
例 87.7%，好于目标要求 13.2 个百分点。 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
率达到 90.1%，为历年来最高。

江淮大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图景徐徐展开。

责编/陈静 王杨 版式/李晨 20２1年 9月 15日 星期三 要 闻 3

李
克
强
在
北
京
协
和
医
院
考
察
并
召
开
医
学
专
家
座
谈
会
时
强
调

坚
守
医
者
仁
心

弘
扬
科
学
精
神
专
业
精
神

更
好
守
护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安
全
和
身
体
健
康

新华社北京 9月 14日电 9 月 13 日，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北京协和医院
考察，并召开医学专家座谈会，听取对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和创新的意见建议。 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
保障人民健康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勇攀
医学高峰，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

李克强首先看望医院的老专家， 向他们表达
慰问。 李克强说， 你们把美好年华献给了医疗事
业， 协和医院正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医学名家一
代代传承发展， 才赢得了今天这么高的业界地位
和良好口碑，希望大家在治病救人、人才培养上多
传授经验。

在医院学术会堂，李克强参观“百年协和病历
展”，在一个个展板和实物前驻足观看、听取介绍。
他说， 协和医院为我国现代医学和医学教育发展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多年来成功救治了大量病患
特别是疑难重症患者。希望继续弘扬好的传统，永
远做值得患者及家属托付和信赖的医院。

座谈会上，张抒扬、吴沛新、邱贵兴、朱兰、吴
东、郎景和等专家发了言。 李克强说，医学科学面
对的是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道医德至关重
要。中国古代良医悬壶济世，现代白衣天使坚守医
者仁心，都体现了守护大众健康的情怀。现在随着
群众生活水平提升，对健康的需求日益增加，广大
医务工作者承担着救死扶伤的崇高职责， 要把患
者放在首位，敬佑生命，以仁心施仁术，以大爱成
就大医。

李克强指出， 妙手回春离不开科学精神和专
业精神。广大医务工作者要严谨务实、精益求精投
身医学事业， 注重一个个病例的积累， 打牢基本
功，努力钻研医术，针对疑难重症积极寻求最佳治
疗方案。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探索创新临床诊
疗新技术、新药物、新方法。国家采取与支持高校、
科研院所创新的同等政策， 支持一批高水平医院
瞄准国际一流、聚焦治病需要，在临床医学研究和
成果转化上走在前列，提升医疗水平。针对当前新
冠病毒变异快等情况， 要不断总结经验优化诊疗
方案，继续完善疫苗，特别要加大有效药物研发力
度，进一步提高救治效果。

李克强说，要推动优质医疗服务更好惠及大众。
高水平医院要在建设区域医疗中心、 医联体中发挥
龙头作用，带动提升中西部地区和基层、社区医疗机
构水平，发展“互联网+医疗”，让基层特别是边远地
区患者更方便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 高标准落实好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等改
革任务，进一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李克强强调，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大力推动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社会氛围，加
快建设健康中国， 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孙春兰、肖捷参加上述活动。

超 12000名运动员参加十四运会决赛阶段比赛
新华社西安 9 月 14 日电 （记者 苏斌 姚友

明）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组委会 14 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表示， 共有 12000 余名运动员参加本届全运
会决赛阶段赛事，组委会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狠抓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 认真落实各项防
范措施，努力确保举办一届健康、干净、安全的运
动会。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介绍， 本届全运
会共设 54 个大项、595 个小项， 其中竞技比赛项
目设 35 个大项、410 个小项， 群众比赛项目设 19
个大项、185 个小项。

本届全运会既有 31 个省（区、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火车头体协、煤矿体协、前卫体协、香港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也有北京体育大学、天
津体育学院、俱乐部等参赛单位，还有以个人身份
参赛的运动员。

陕西省副省长、 十四运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
书长方光华表示， 陕西在筹办工作中聚焦全民全
运、智慧全运、绿色全运、人文全运、廉洁全运，努
力做到全民参与、智慧赋能、绿色引领、人文底蕴、
廉洁办会五个“突出”。

陕西 13 个市区承办绝大多数竞技项目比赛，
帆船、皮划艇激流回旋、冲浪、霹雳舞、击剑、场地
自行车等项目被安排在浙江、山东、四川、海南、江

苏、天津、河南 7 个省市举办。
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办， 大部分东京奥运

会参赛运动员将出现在本届全运会赛场。 本届全
运会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举办的首个国内重大综
合性体育赛事， 也是北京冬奥会前我国举办的规
格和水平最高的体育赛事。 有关部门紧绷疫情防
控这根弦，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针对近期福建省出现的疫情， 十四运会疫情
防控专家组认为， 此次疫情对十四运会如期安全
顺利举办影响较低。

反兴奋剂工作方面，200 余名兴奋剂检查官
参与全运会工作，实施非常严格的兴奋剂检查。

谱写全运荣光 展现时代风采
———热烈祝贺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开幕

三秦大地活力澎湃， 运动健儿激情飞扬。 今
天，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西安隆重开幕。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十四五”开局之年，举
办一届精彩圆满的全运盛会， 必将进一步提升我
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带动群众体育发展，为推动
增强人民体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体育强则国家强，国家强则体育强。 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我们全面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
各方面发展，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提升体
育公共服务水平，大力发展冰雪运动，体育事业取
得长足发展。 在第三十二届奥运会和第十六届残奥
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取得优异成绩，实
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
得了荣誉。 全运会是国内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
会，是全面展示和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窗
口。 接续奥运荣光，激扬时代精神，本届全运会定能
更好展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书写
新时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体育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向往、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
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
本任务。把群众体育纳入全运会，组织人民群众广
泛参与，有利于更好发挥举办全运会的作用。本届
全运会以“全民全运、同心同行”为主题，在展示运
动健儿拼搏风采的同时，积极推广全民健身活动，
普及科学健身和健康生活知识， 带动更多人参与
体育锻炼。 首次设立的群众赛事活动展演项目吸
引了全国各地的群众参加，生动展示了健康快乐、
乐观进取的美好生活景象。 组织开展 “我要上全
运”系列赛事活动上千场，引导群众参与全运、融
入全运、共享全运，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健身的社会
氛围，促进了健康中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需要在各方面都强起来。”在新征程上开拓
奋进，实现体育强国目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体
育健身同人民健康结合起来， 把弘扬中华体育精
神同坚定文化自信结合起来， 坚持举国体制和市
场机制相结合，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
协调发展，努力开创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新局面。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 健康生活的基础
和保障，要以举办全运会为契机，把满足人民健身
需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不断提高人民
健康水平。 要使全运会成为展示备战训练成效、出
成绩出人才的重要平台， 通过举办全运会为北京
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积累宝贵经验，
确保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第十四届全运会， 是全运会首次走进我国中
西部地区。 陕西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精益求精扎实做好各项筹办工作。 秉持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借助筹办全运
会的历史机遇，大力实施惠民工程，充分释放全运
会的综合效益， 第十四届全运会一定能生动展示
陕西人民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 有力推动陕西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向着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
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希望各代表团运动健儿们
发扬中国体育的光荣传统，弘扬体育道德风尚，以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责任担当和“人生能有几
回搏”的拼搏精神，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我国体育事
业不断实现新进步，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再立新功。

预祝第十四届全运会圆满成功！
(载 9 月 15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

书写体育强国逐梦奋进新篇章
（上接 1版）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 ”中国体育健儿时
刻牢记总书记的期许，牢记使命、戒骄戒躁、再
接再厉， 努力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大荣誉，让
体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强大中国力量。

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
安全、精彩的冬奥会

东京奥运会之后， 北京将成为奥林匹克
大家庭又一次相聚的地方。 9月7日，一段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两年前创作的动画宣传片再
一次引起广泛转发：孙悟空、雪孩子、葫芦娃、
哪吒等国漫经典人物化身冬季运动高手，为
冬奥会打call。

这一天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150天， 北京
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说：“到今天
为止，我们的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了。 ”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历史
节点，申办和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
略部署。

这将是中国首次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
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
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 ”

河北小城崇礼的人们有最深切的感受。
2015 年底， 崇礼还是贫困县， 贫困发生率达
16.81%，是冬奥会让这个小城一夜成名，带来
了冰雪产业的大爆发。

2019 年 5 月， 崇礼退出贫困县行列，彻
底脱贫摘帽。 崇礼人捧起了家门口的“雪饭
碗”———2019 年直接或间接从事冰雪产业和
旅游服务人员达 3 万多人， 其中包括过去的
贫困人口 9000 多人。

不仅是崇礼， 这是一盘关乎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大棋，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早已运筹帷幄：河
北省、张家口市要抓住历史机遇，紧密结合实施
“十三五”规划，紧密结合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通过筹办北京冬奥会带动各方面建设， 努力交
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

2019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
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除对冬奥会、冬
残奥会备战作出部署外，还要求大力普及群众
性冰雪运动，广泛开展青少年冰雪运动。

自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冰雪运动“南展西
进东扩” 步伐明显加快， 各地冰雪产业蓬勃发
展，“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正逐渐成为现实。在
江苏，全省参加冰雪活动人次破百万，近 50 个
冰雪场地成为“南方人”的休闲娱乐新宠。

冰雪运动要从娃娃抓起。刚上初二的北京
少年官子钊已经练了 8 年冰球，他至今还记得
4 年前和习近平总书记 “撞肩” 互动的一幕。
2020 年他还入选了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队，“习
爷爷鼓励我们好好练习冰球。北京冬奥会我想
当志愿者，向大家介绍冰球运动。 ”官子钊说。

在 3 亿人中带动参与冰雪运动的宏图令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激动不已， 这被他看作
世界冬季体育项目的里程碑 ，“你们可以想
象，这对于冬季体育项目意味着什么，这将成
为冰雪运动乃至世界体育发展的伟大机遇”。

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冬奥， 这是 6 年前
北京申办时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

为践行这个承诺，申办成功不到一个月，
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出坚持绿色办奥、 共享办
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的重要指示，给如何
筹办冬奥会确立了总原则、指明了总方向。

2021 年 1 月， 习近平总书记第四次实地
考察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筹办工作， 他强
调，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
一件大事，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做
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使命光荣、
意义重大。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 冬奥
筹办严格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 坚持疫情防
控和冬奥筹办两手抓，工作不断，力度不减。

目前，北京冬奥会的 12 个竞赛场馆已经
全面完工， 各竞赛场馆的运行团队已全部组
建完成，正在深化场馆运行计划和运行设计，
加强演练，提升实战能力。

与奥林匹克改革思路高度一致的办奥理
念，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和“冰丝带”等场馆建设
中展现出来的先进科技，首钢老工业区改造和
延庆赛区打造“山林场馆”的环保方案……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推动下， 北京冬奥
会筹办过程，既是中国兑现承诺、不断自我提
高、快速发展的过程，更是向世界提供中国方
案、中国智慧、中国贡献的过程。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群众体育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即将在陕西西安开
幕。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这是本届全运会主
题口号。如今的全运会不止是专业运动员的竞
技盛会，还是群众爱好者展示自我的大舞台。

革命圣地延安，在十四运会新建场馆中唯
一一个以“全民健身”得名的延安全民健身运
动中心外，舞蹈演员吴艳正带领当地健身队伍
跳起欢快激昂的陕北健身腰鼓、秧歌。 在 8 月
底结束的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展演项目广场
舞比赛中，她指导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企事业
单位组的一等奖和农村乡镇组三等奖。

“革命时期咱陕北的秧歌和腰鼓从延安跳
到全中国， 现在我们参与创编的健身腰鼓、秧
歌又把健康送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 ”吴艳说。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
体育工作的根本方针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进
一步指出，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

无数热爱健身的中国人都在切身感受着
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健身得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重视———

2012 年，“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 写入
党的十八大报告。

2014 年，全民健身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6 年 ， 《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

年）》正式印发。

2017 年， 群众比赛项目在第十三届全国
运动会上首次亮相。

同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

2021 年 ， 《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正式印发。

一个个重磅文件和举措的次第出炉，折
射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这些年来，群众健身意愿不断增强。在西安
刁家村，伴着院中桂花芬芳，曾参加过 1959 年
第一届全运会摩托艇比赛的张志忠带着十几位
老年人练起了健身气功，多年来几乎风雨无阻。

“我是练竞技体育的，退休后也把健身习
惯带给了院里的老百姓， 希望大家一道向着
健康前进。 ”今年 82 岁的他说。

在2021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上，能
测心率的跳绳、能学操课的“镜子”等一批全
民健身高科技小玩意儿吸引了众多目光，中
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的 《2021年大众健
身行为和消费研究报告》显示，大众对健身的
认知正逐步深入，87%的大众健身人群每次锻
炼花费0.5-2小时。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下， 群众锻炼的硬
件设施和软件服务水平也在水涨船高。 截至
2020 年末，全国共有体育场地 371.3 万个，体
育场地面积 31 亿平方米，群众最关心的“去
哪儿健身”难题正在解决。

在上海，659 所中小学校在暑假期间采取
第三方运营、街道牵头实施、区教育局和体育
局直接实施等方式无偿对社区居民开放，平
均开放时间 4-6 小时……

扩大全民健身的内涵和外延， 不仅要有
“硬件”供给，“软件”服务也要跟上。 如今，政
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
共享的“大群体”格局已初步形成，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日新月异， 群众体育赛事
活动不断推陈出新……

在很多场合， 习近平总书记都对孩子的全
面发展格外关注。 2020年他在陕西安康市平利
县老县镇中心小学考察时说：“现在孩子普遍眼
镜化，这是我的隐忧。 还有身体的健康程度，由
于体育锻炼少，有所下降。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
体魄，我说的‘野蛮其体魄’就是强身健体。 ”

今年 9 月的新学期一开学，北京、上海等
多地小学的孩子们发现， 自己课表里的体育
课又增加了，在教育部力推“双减”工作的同
时，“每天都有体育课” 正成为越来越多地方
教学课程的标配， 体育在青少年教育中的作
用和比重都在真正提升。

建成体育强国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100 多年前，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曾满怀感
慨地预言：“奥运举办之日， 就是我中华腾飞
之时！ ”

如今，北京即将成为全球首个举办夏季、
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1984 年洛杉矶奥运
会至今， 我国体育健儿已夺得 262 枚奥运金

牌 ； 全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
37.2%，2019 年人均预期寿命为 77.3 岁，“东亚
病夫”的帽子早已丢到九霄云外……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可以
清晰发现，体育已被赋予全新的内涵和外延。

2020 年 9 月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
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
重要”概括了新时代体育的新内涵：体育是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 是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向往、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
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
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

从全民健身到健康中国， 两大国家战略
叠加夯实了体育强国之基。 从 2014 年《关于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到 2016 年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 实现
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 准确勾画出两大国
家战略之间的清晰逻辑和实现路径。

健康是“1”，后面“0”越多，百姓幸福感就
越强。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谢
敏豪表示， 体育运动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
健康水平、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 不断高涨
的健身氛围也在推动体育产业蓬勃发展 ，
2015 至 2018 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年均增
长 15.9%， 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22.4%，2019
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出）为 29483 亿
元，增加值为 11248 亿元，GDP 占比超过 1%。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一度给近年高速发展
的体育产业蒙上一层阴影，社会发展的内在动
力需求却不可遏制。 “十三五”以来，仅由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的体育产业政策就有 3 项，其他
相关产业规划和涉及体育产业的政策文件也
如雨后春笋，如今的体育产业，正如弦上之箭，
要力争到 2035年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虽只有一
字之差， 却是综合国力提升和社会文明程度
进步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体
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综
合国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软实力来自硬底气。 从北京奥运会学习
奥运标准，到北京冬奥会树立奥运标杆，中国
体育人交出了中国方案； 创建于江苏无锡的
跆拳道大满贯赛事， 直接带动世界跆拳道运
动的竞赛规则改革，中国“IP”讲述出全新的中
国故事……

体育强则中国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
民族振兴的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育
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 也是实现
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 ”

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之时， 在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迈进的关键历史节点上， 体育承载
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中华民族正以
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新华社记者 储国强 郑昕 王恒志

（新华社西安 9 月 14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