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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中华民
族的希望，也是党的未来。我们党始
终高度重视少年儿童、亲切关心少年
儿童，始终把培养好少年儿童作为一
项关系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战略性、
基础性工作。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党创
立和领导的中国少年儿童的群团组
织，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长期以来，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少年先锋队
团结、教育、引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
听党话、跟党走，在革命、建设、改革的
各个历史时期健康成长，为党的少年
儿童事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和
少先队工作，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
强化政治引领，全面优化成长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
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少先队
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推动党的少年儿童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强

化对少年儿童的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
造，引导少年儿童时刻准备着为共产
主义事业而奋斗，对于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对于确保党和人民事
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对于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现就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提出
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
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加强
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党、
团、队一体化建设，聚焦培养共产主义
接班人，聚焦传承红色基因，聚焦政治
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把握增强少先队
员光荣感工作主线，坚持组织教育、自
主教育、实践教育相统一，不断推进少
先队组织创新和工作创新，团结、教
育、引领广大少年儿童努力成长为能
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工作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高举队旗跟

党走，把党的要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到少先队的工作和建设之中。大力推
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
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少先队工作
体制机制。
——坚持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

根本任务。坚定不移强化少先队工作的政治属性，以培养少
年儿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目
标，持续加强政治启蒙，从小培养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朴素
情感，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坚持把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作为工作主线。在全童

入队基础上，充分体现少先队组织的先进性，着眼党、团、队特
殊政治关系，完善政治培养链条，构建阶梯式成长激励体系，
引导少先队员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坚持组织教育、自主教育、实践教育相统一。突出少

先队的组织属性，强化少先队员的小主人意识和参与能力，坚
持把实践育人作为少先队教育的基本形式，促进少先队员在
集体中健康成长，使少先队教育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
教育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尊重少先队员主体地位，

遵循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规律，用少年儿童易于理解的语言
做好思想引领工作。改革创新少先队组织建设、队伍建设、阵
地建设、机制建设，着力打造政治鲜明、思想先进、团结友爱、
活泼向上的新时代少先队组织。

二、强化政治引领，旗帜鲜明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
（三）教育引导少先队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大力
开展“红领巾爱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广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
对少先队员的希望要求，引导少先队员牢记总书记的话、按
总书记要求做，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
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劳动精神，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四）大力培养少先队员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朴素情
感。讲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故
事，引导广大少先队员认识到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今天的
幸福生活归根结底来源于党的正确领导、来源于革命先烈的
英勇牺牲、来源于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来源于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发自内心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发自内
心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故事，引导广大少先队员认识到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归根
结底要靠一代又一代人亲手去创造，从小做好全面准备。
（五）从小培育少先队员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的萌芽。加
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儿童化解读，讲明白共产主义社会
是值得追求的最美好社会形态，在少先队员心中埋下为共产
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理想种子。教育引领少先队员从热爱集
体、关心他人、团结友爱、乐于奉献、遵纪守法做起，在少先队
组织中发扬集体主义、培养团队意识、增强纪律观念，在日常
生活中培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逐渐养成共产主义
道德。 （下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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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丁文娴、汪涌、杨帆

巍巍长城，苍龙盘桓。
天安门以北 14公里，国家速滑馆“冰

丝带”光影流转，22条玻璃“丝带”盈盈欲
舞，光耀京城之夜；
雪国崇礼，山势绵绵，国家跳台滑雪中

心“雪如意”傲视群峰，赛道沿山体飘摇直
下，惊飞塞北的雪。
万事几近具备，只待奥运东风。长城内

外，点燃冰雪激情！
再数 365 个日夜，度过一季春秋，且

看四海宾朋会聚东方，共襄冬奥盛举！

翘首东方

桂华流瓦，冰轮转腾。
从 2018年 1月 23日打下第一根桩，

到三年后的 1 月 22 日首次制冰成功，北
京冬奥会唯一新建冰上竞赛场馆“冰丝带”
终于变成了想象中的模样。
甚至，比想象中还要梦幻——使用世

界上最环保最先进的二氧化碳制冰技术，
有望成为“最快的冰”；采用多功能全冰面
设计，冬奥会后将成为以冰雪运动为核心
的体育休闲综合体……
场馆外观“丝带”飞舞，那是速度滑冰

运动员在冰面上风驰电掣时冰刀留下的轨
迹。北京国家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武晓南说：“我相信它未来能够成为人
民群众对冬季美好生活向往的一个新标
志。”

时光流转，北京城中还有许多地标式
建筑在悄然改变着样貌。
没有了钢铁冶炼的热量，冬天的首钢

群明湖开始封冻。从湖边升入半空、背靠三
个巨大冷却塔的滑雪大跳台巍然耸立，形
如敦煌飞天飘带，又像“水晶鞋”，百年钢铁
“梦工厂”成为城市更新的典范。
“双奥场馆”是北京赛区的一大特色。

“水立方”变身“冰立方”，国家体育馆、五棵
松体育中心、首都体育馆均在 2008年北
京奥运会“遗产”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具备
冬夏项目场地双向转换能力。
北国风光，山河壮丽；塞内塞外，藏冰

卧雪。
延庆赛区小海陀山仍戴雪冠。国家高

山滑雪中心赛道从山端直泻而下，11条缆
车索道将场馆区域串联，山脚下的国家雪

车雪橇中心宛若巨龙盘卧，冬奥村和山地
新闻中心掩映于山林之间。
张家口赛区，一柄中国传统饰物“如

意”嵌于林海雪原，古老东方文明的馨香从
我国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跳台滑雪场里悠
然沁出；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
中心、云顶滑雪公园四散分布，漫步廊道缀
珠成串俨然“冰玉环”。
“跳台滑雪赛道本身就是一个很光滑、
很流畅的 S形曲线，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飘
带，更形象的表达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元素
中的‘如意’。”张家口赛区总设计师、清华

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张利这样介绍“雪如
意”的设计初衷。
去年底，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 12

个竞赛场馆如期完工。钢筋水泥写实蓝
图伟梦，背后是一千多个日夜的拼搏奋
战，中外团队精诚合作；是无数项攻坚克
难的专利设计，许多个“中国第一”“奥运
首创”就此诞生；是生态修复、协同发展、
赛后利用等多重考量，绿色、共享、开放、
廉洁的办奥理念一以贯之。
纵然突如其来的疫情为世界罩上阴

霾，冬奥人始终未曾停步。

“坚持疫情防控和冬奥筹办两手抓，
创新工作方式，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做到
了工作不断、力度不减、朝着既定目标稳
步向前推进。”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
秘书长韩子荣如此说。
过去一年，冬奥组委通过视频会议与

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等保持紧密联
系，线上征集奖牌、火炬和制服装备的视
觉外观设计方案，发布了第一届冬奥优秀
音乐作品、色彩系统和核心图形。市场开
发成效突出，各层级赞助企业总数达到 38
家。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持续进行，报名
人数超过百万。
岁末，冬奥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

搭乘嫦娥五号九天揽月；冬奥体育图标踏
着新年钟声问世，30 个“小红人”于汉印
方寸间舞动国潮风韵。
从场馆建设到形象设计，赛事筹办既

体现了中国和世界的接轨与融合，也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展示与创新。
千磨万击还坚劲，风雨过后见彩虹！
“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压力，中国举办
冬奥会的决心都坚定不移。”这份笃定被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问题专家曾锐生
看在眼里。在北京获得举办权之初，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就说，冬奥会“交给了放
心的人”。日前他再次为北京送上盛赞：
“尽管受疫情影响，冬奥筹办工作进展十
分顺利，这几乎就是奇迹。”
奇迹俯拾皆是。 （下转 11版）

飞扬“冰丝带”舞动“雪如意”
写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之际

这是 2019年 12月 5日，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
正式启动，志愿者代表在仪式现场竖起大拇指欢呼。 新华社记者彭子洋摄

新华社记者胡锦武、闵尊涛

在地处三县交界处的江西省万安县
夏造镇横江村，脱贫户最近纷纷选择补
拍婚纱照。
“可以把头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
摄影师指导夫妻俩调整好拍照姿势后，迅
速按下快门，一张幸福的合照就此定格。
这是一张迟来的婚纱照。刘仁香说，

自结婚那天起，这个愿望在心底已经藏
了 35年。
直到 2016年脱贫后，刘仁香补拍婚

纱照的心愿被细心的扶贫干部发现。
“我们走访时，看到很多贫困户家里
都挂着一张通过‘流动照相馆’拍摄的合
影，衣服一模一样。仔细一看才发现，这
是将自己的大头照 P上去的‘合影’。”横
江村驻村第一书记肖力光说，拍一张真
正的合影或婚纱照是不少村民的愿望。
为了满足脱贫户们“朴素”的心愿，

2020年 12月开始，当地政府就开始联
系摄影师上门拍摄婚纱照，为他们送上
一份别样的脱贫礼物。
脱贫又脱单的戴跃武夫妇和 80多

岁高龄的父母拍了两代人的婚纱照；脱
贫后的王斯财夫妻也赶了一把时髦，穿
上传统服装拍了一张幸福的婚纱照……

在秀美乡村背景映衬下，在摄影师的
镜头里，一张张迟来的婚纱照，定格了贫
困群众脱贫后的新面貌。
“随着物质条件改善，村民精神文化需
求随之增加，这对我们工作提出了更高要
求。”夏造镇党委书记张浩峰说，镇里已计
划为全村 20多对脱贫夫妇拍摄婚纱照。
在拍摄了迟来的婚纱照的家庭中，戴

跃武脱单又脱贫的故事尤为感人。
5年前，戴跃武还和父母三人挤在一

间破旧的土坯房里，少有人来串门。“介绍
的好几门婚事都告吹了，有的相亲对象还
没进门，瞅一眼破旧的房子，扭头就走。”
戴跃武说。
独自在外打工多年的戴跃武一年到

头存不下多少钱，建新房、娶媳妇成了他
挥之不去的心结。 （下转 3版）

迟来的婚纱照
新华社记者苏晓洲、阮周围

“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
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我
三五两年不得来，你自个人移花
别处栽。”1928年夏的某一天，
红军师长贺锦斋用这首桑植民
歌与爱妻戴桂香生离死别。
一个多月后，贺锦斋在石门

泥沙镇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
27岁。
“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
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我一年
等，两年不来我两年捱，钥匙不
到锁不开。”1931年夏天，惊悉
噩耗的戴桂香悲恸万分。
她终生素衣守寡，60多年

里几乎每天都去丈夫坟前唱这首歌，每天
摘一两片马桑叶，直到离世，她留下的一口
木箱，装的全是马桑叶。
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如贺锦斋和

戴桂香般的“血色浪漫”故事，像当地常见
的灌木——马桑树般漫山遍野。
先烈的精神，像马桑树一样，风吹不

断，雪压不弯，火烧死了枝叶，根依然顽强
活着，春风一吹，又吐新芽！
隆冬时节，记者走进昔日湘鄂川黔革

命根据地核心地带——湖南省张家界市。
此地当年是战场，如今已是世界自然遗产
和知名风景名胜区。
在永定区大溶溪光荣院颐养天年的侯

宗元，7岁多就和父母、叔伯、兄嫂等 7人

一起，投身红军。
“一个炸弹在身边爆炸，冲
击波把我一下子掀到了河里，幸
亏揪住马尾巴才没淹死。”侯老
说，“我父亲被子弹击中腹部，没
几天就伤重去世。我一家八口，
大部分都战死了。”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

二、六军团及在此基础上组建
的红二方面军，牵制了国民党
军 50多万兵力，为长征胜利和
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不朽
功勋。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

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一尊雕
像中的三位红军都是独臂。副
馆长覃章衡告诉记者，红二方
面军出了三位“独臂开国将
军”——贺炳炎、余秋里、晏
福生。

讲解员谷秀芹含泪介绍，
1935年 12月 21日，时年 22岁的红军师
长贺炳炎在激战中右臂中弹负伤，伤势恶
化必须截肢。没有麻药，贺炳炎让医生用木
工锯锯断伤臂。
“木锯‘吱嘎、吱嘎’锯了两个多小时，
贺炳炎疼得把嘴里的毛巾咬出几个大洞。
闻讯赶来的贺龙从地上拾起几块浸透鲜血
的碎骨，对周边红军干部、战士说：看！这是
贺炳炎的骨头，共产党人的骨头，有多硬
啊！”
张家界市委宣传部部长郭天保告诉记

者，1927年至 1936年，张家界地区先后
有 20 多万人参加革命，2 万多人参加红
军，6万多人为中国革命光荣牺牲，不少家
庭满门英烈。 （下转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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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拍照的刘仁香替丈夫赖际林
整理衣服（1月 22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2月 2日，深中通道项目首榀 60米混凝
土箱梁在位于广东中山马鞍岛的智慧梁场浇
筑成功。 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2月 3日，位于厦门市境内的新建福厦
铁路最长桥梁西溪特大桥全部 17座连续梁
顺利合龙。 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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