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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必须把握战略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和战
略谋划。
　　——— 摘自习近平在2021年9月27日至
28日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To accelerate building a major
world center of professional talent and
innovation， we must seize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and improve top-level design
and strategic planning.
　　——— Excerpt from Xi Jinping’s
remarks at a central conference on
talent-related work held on Sept. 27
and 28， 2021

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c e n t e r  o f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t a l e n t  a n d  i n n o v a t i o n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
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 8 . 3 3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7%。外贸整体韧性较足、稳
中提质的事实再一次说明，中
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卓有成效，经济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稳健的国内
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外贸增长提
供了强有力支撑。
　　放眼世界，疫霾影响之下，
行动限制、消费受抑等因素持
续发酵，多国频现供应链“断
链”之忧，生产成本攀升导致通
胀压力不断加大，全球经济复
苏不平衡性、不确定性正在增
强。就在中国发布前三季度贸
易数据前夕，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预 计 今 年 全 球 经 济 将 增 长
5.9% ，较 7 月预测值低 0.1 个
百分点。报告认为疫情前景不
明，病毒造成的经济断层将更
加持久。
　　疫霾未消，全球经济复苏
举步维艰。困难重压之下，“内
功”深厚且韧劲十足的中国经
济持续为世界注入信心、带来
稳定、提供动力。
　　稳健复苏的中国经济给世
界经济服下“定心丸”。全球经济
正处于复杂多变的复苏筑底期，
亟需确定性加持，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稳健复苏态势有
助于提振世界经济信心。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在其展望报告中继
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该机
构研究部世界经济主管马尔哈·
纳巴尔表示，“我们预测，中国未
来经济增长将维持强劲势头”。
此外，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机
构将中国 2021 年经济增速预测
保持在全球领先水平，认为中国
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重
要贡献。
　　完善可靠的产业体系为全
球供应链提供“稳定器”。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现阶段威
胁世界经济复苏的“罪魁祸首”
是全球供应链断裂。处于全球
供应链重要环节的国家深陷疫
情泥沼，全球供应链一时间难
以恢复，供应短缺和成本攀升
导致多国面临巨大通胀压力。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
备的制造业体系。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外贸经营
主体显现出卓越应变能力，迅速调整适应国际
市场，为弥补关键供应链产能不足发挥了积极
作用。同时，中国大力发展物流，为世界经济“输
血”。中欧班列由线到网迅速发展，数量质量持
续提升，成为疫时重要的世界经济钢铁“动脉”。
　　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持续为全球复苏输出

“动力源”。受疫情影响，经济低迷、消费乏力，世
界经济增长动能明显不足。中国率先恢复经济，
强劲的国内消费能力通过贸易转化为其他国家
的增长机遇。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网联、银
联共处理支付交易突破 10 万亿元，日均笔数和
日均金额同比增长明显，印证了中国经济的强
大活力。世界离不开“中国工厂”，也离不开“中
国市场”，中国致力于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积极搭建进博会、消博会、
服贸会等新平台，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与合作
伙伴共享发展红利，实现互利共赢。《纽约时报》
网站日前刊文说，一些华尔街知名投资机构认
为，中国的投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乐观”。
　　疫情之下，全球经济面临复杂风险挑战，需
要世界各国加强多边协调，形成推动全球经济稳
健复苏的合力。中国在与各国加强抗疫合作的同
时，积极构筑“世界市场”和“世界工厂”两种角色
互促共进的全方位开放合作体系，为全球发展提
供动力，推动世界经济早日走出疫情的阴霾。

（记者李蓉）新华社北京 10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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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阳节又称登高节、老年节，从
遍插茱萸、赋诗饮酒的古时习俗，到
崇老敬老、厚道仁爱的现代意蕴，这
个蕴含浓浓中华文化传统美德的节
日，其意义就是唤起整个社会尊老
敬老、践行孝道的意识。
　　老年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
天。怎样对待老人，是一个社会文明
程度的指示标；是否尊重老人，是一
个民族道德水准的衡量尺；老年人
生活得幸不幸福，也是一个国家国
民幸福水平的重要反映。
　　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
果，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有 2.6 亿
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8.7% ，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1.9 亿人，比重达
到 13.5% 。作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
程度较高、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
家，妥善解决老年人晚年生活问题，
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和百姓福祉，需
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个人
要崇尚孝亲之道。俗话说百善孝为
先，不仅是在重阳节中，在日常生活
中，也要践行孝老爱亲、敬仰老人的
中华孝道，常怀感恩之心，感念长辈
关爱之情，自觉承担家庭责任，让老
人老有所养，支持老人老有所为，让
老人老有所乐。孝不仅体现在生活
保障上，更要体现在精神关怀上，只

有让父母时刻感受来自子女的牵挂
与关爱，老人才能真正感受幸福。
　　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要在
全社会弘扬爱老助老之风。尊老敬

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
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作为
世界上应对老龄化任务较重的国
家，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

问题十分艰巨复杂，需要各级政
府机构、社会组织、家庭个人各尽
所能，为老年人多做一些实实在
在的事，让敬老爱老制度化、常态
化、生活化，形成对老年人充满善
意的社会氛围。
　　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要
加快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
撑三大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养老
三大体系建设水平与快速老龄化
趋势还不相适应，突出表现是总
量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服务质
量不高。因此，要加快完善社会保
障政策，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加
快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
老服务体系。同时，还要建设高质
量健康服务体系，针对老年人的
身体特点、就医需求推出适合老
年人的医疗健康服务，确保老年
人“老有所医”。
　　时光易逝，传统不老。重阳节
汇聚了中华民族孝老敬亲的浓浓
深情和生生不息的民族风范。重
视这一传统中国节日，既有助于
激活历史传统，唤起民族记忆，也
能够涵养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
自信。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值
此重阳佳节，让我们一起深怀敬
老之心，倾注爱老之情，笃行为老
之事，号召全社会用不懈努力，让
每一个老年人都拥有幸福晚年。

（本报评论员王学江）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
念。中央人大工作会议 13 日至 14 日在京
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
　　如同滴水汇成溪流长河，奔腾入海，
势不可挡——— 那是亿万人民真切意志的
聚合，那是人民当家作主澎湃力量的迸

发。中国共产党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
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重大理念，将民主价值和理念转化
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转化为具体
现实的民主实践。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
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
实践。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
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多样、畅通、有
序的民主渠道，保障了全体人民依
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过程民主
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

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
国家意志相统一，使全过程人民民
主成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
主，成为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
社会主义民主。
　　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
设，就要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
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
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
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
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以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政治保证，

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人民群众更好
参与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全
过程，使国家顶层设计与基层实
践实现良性互动。
　　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发挥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我国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
作用。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人
民有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权法治保
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
自由。完善人大的民主民意表达平
台和载体，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
智的工作机制，推进人大协商、立

法协商，把各方面社情民意统一于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中。
　　人民至上，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根与魂、光与源。深
深扎根于 960 多万平方公里广袤
土地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必将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照彻万
里河山，照拂中华儿女的心田，凝
聚起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磅礴力量。

（记者任沁沁）
新华社北京 10月 14 日电

不断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今年，多部质量上乘、口碑爆棚的主
旋律影视剧接连上演。年初，《山海情》

《觉醒年代》惊艳开锣；前段时间，《扫黑
风暴》闪亮登场；当下，又有《功勋》《长津
湖》接棒扛鼎。尽管今年还没过完，但有
这几部作品，足以让很多人记得：2021
年是主旋律影视剧频频“出圈”的重要一
年，也是接地气、塑“真人”的主旋律影视
剧新范式日益成熟的一年。
　　就拿豆瓣评分高达 9.1 分的热播剧

《功勋》来说。这部剧围绕李延年、于敏、
张富清等 8 位党和国家功勋人物的生平
事迹展开，取自现实、紧凑生动的剧情，
反映了功勋人物及其同事和家属为国奉
献、不计得失的精神，看哭了很多网友，
多位演员精湛的表演还被网友称为“演
技天花板”。
　　在该剧创作过程中，总导演郑晓龙主

张塑造“让人踏踏实实记得住的人
物”，用人物的行为和人格、情感和故
事去打动人，而不靠“口号式表达”去
激励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创作团
队在挖掘、还原和塑造方面下苦功。
　　《功勋》获赞，离不开创作团队
研读资料、拜访功勋人物的家人、采
访其同事和学生，一点一滴构筑起
深藏功名甚至已不在人世的功勋人
物的形象，比如“总戴一副圆圆的眼
镜，头发杂乱无章地‘团’在脑袋顶
上，心思不多但装满了科学理论”的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演员研究、模仿功勋人物的神
态、动作、习惯，同样可圈可点，比如
扮演者周迅学着诺奖得主屠呦呦

“走路步伐很大，驼背，书包在手腕
上挎着不背着”；
　　此外，剧组考究细节，对“穿帮”
零容忍，1 ：1 制作包括导弹在内的
模型，尽可能真实还原场景，也让

《功勋》广受好评，比如为房子糊上

黄泥，用高压水枪去除建筑光洁的
表面、露出斑驳的杂草，制作烟熏火
烤、水渍等痕迹，再现出连续当选
13 届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所生活的西沟村。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
术创作不能脱开“真实”的底色。主
旋律影视剧是对时代精神的反映和
讴歌，是在保留一种“家国记忆”，唯
有用真实的、历史的、辩证的视角看
待和展现人和事，忠实准确地反映
出人民和时代的面貌，才算“不辜
负”。近几年，如此气质的主旋律影
视剧渐渐多起来，对于整个影视剧
创作和市场环境，无疑都有净化和
优化作用。
　　一段时间以来，影视剧供给端
出现了部分剧情浮夸、人物悬浮、创
作态度浮躁的作品，带歪了观众的
胃口，实际上也无法满足观众的胃
口。腹黑宫斗、仙侠虐恋、婆媳大战等
偏离现实甚至剧情“不狗血不成活”

的影视剧令人倒胃口，披着“职场
剧”“校园剧”“谍战剧”外衣却只关
心谈情说爱，“程式化”“套路化”的
创作也难以赢得观众的心。
　　创作态度浮躁，还包括不遵
守“创作”的逻辑，而奉行“创收”
的法则。穿越剧、盗墓剧、漫改
剧……见一处开花，就紧跟着一
哄而上，从剧本、演员到后期宣传
全都套路化，说是“创作”，却没多
少自己的创造；冲着“收割流量”
而来，却不把观众真正视作艺术
创作服务的对象。
　　那么，那些广受喜爱的主旋律
影视剧，做对了什么？《觉醒年代》
导演张永新说：“我们坚持塑造饱
满的角色与鲜活的人物。具有烟火
气的细节，让剧中人不再高高在
上，而是可敬可爱，能够引发观众
的高度共情，进而产生共鸣。”
　　从大众戏谑的“抗日神剧”到
交口称赞的“家国神作”，近期征

服了观众的主旋律影视剧，不打
“官腔”、不释放“伪激情”，将一些
家喻户晓的名字还原为普通人，
反而在观众中起到了成风化人的
作用，让更多人爱上功勋、理解历
史、认知当下和未来。
　　接地气、亲近观众的主旋律影
视剧，也不再靠题材优势“护着”才
占据“首页推荐”“黄金时段”，而靠
剧情、靠人物赢得口碑，一传十、十
传百，引得广大观众竞相追剧。这
对繁荣主旋律影视剧市场也大有
裨益，是创作者与观众的双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
心，向上向善的社会风气润物无
声，整个社会的“主旋律”和“主旋律
影视剧”本身就合辙押韵。对劣迹
艺人的自觉抵制，奉科学家、大国
工匠、闪光的普通人为“这才是我
们应该追的星”……好的影视作品
与观众，也在互相塑造、互相滋养。

（本报评论员王若辰）

主旋律影视剧凭实力“接力出圈”，做对了什么？

　　第四届“反恐、去极端
化与人权保障”国际研讨
会 13 日在广州举行。在新
冠肺炎疫情肆虐反复的背
景下，摒弃偏见和双重标
准，加强全球反恐合作，成
为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
　　当前，包括中国在内
的很多国家仍面临着恐怖
主义的现实威胁，新冠肺
炎疫情更是为全球反恐斗
争和去极端化努力带来了
新的风险与挑战。面向未
来，在反恐、去极端化实践
中，如何加强国际合作，是
摆 在 人 类 面 前 的 突 出
问题。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是人类文明的公敌。打击
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是世
界性难题，需要各国共同
努力。近年来，中国政府积
极探索依法打击防范恐怖
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有效路
径，有力遏制了恐怖活动
频发势头，切实保障了各
族群众的基本人权。
　　令人遗憾的是，仍有
少数西方国家基于意识形
态偏见和党派政治私利，
在反恐、去极端化及人权
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
对不符合其利益的国家施
压，对他国采取的反恐与

去极端化努力及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成就
肆意歪曲，甚至抹黑。一些西方媒体与政
客形成合谋，将反恐、去极端化问题政治
化，利用话语权优势对现实世界进行所
谓“重构”，其实质不过是选择性报道，甚
至虚假报道。凡此种种，令国际社会至今
无法形成反恐、去极端化的强大合力，恐
怖势力剿而不灭，恐怖网络仍在蔓延。
　　国际社会反恐之路任重道远，国际
反恐合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国际社会
必须尽快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反恐
问题上必须摒弃“双重标准”，绝不能将
其“政治化”“工具化”，甚至借反恐之名
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
　　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各国应站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团结协作，共同应
对。国际社会应秉承开放平等包容的原
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国
际合作和多边协商，共同推进全球反恐
事业发展。   （记者马晓澄、邓瑞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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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亿万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英语专业毕业、硕士就读于中山
大学、裸考通过英语专业八级考试、
曾在英语培训机构任教……当这些
光鲜标签与“失业后开摩的”联系在
一起，不少网络围观者都深感惋惜，
甚至觉得当事人“浪费学历”。然而，
身处舆论漩涡之中的当事人接受媒
体采访时的态度却很豁达，“跑摩的
只是暂时过渡……并不认为自己跑
摩的就是浪费学历，如果什么都不干
在家待着，才是真正的浪费学历”。

　　人生浮浮沉沉，能屈能伸是一
种可贵的品质。相较于那些遇到挫
折就意志消沉、选择“躺平”的人，这
位乐观的摩的司机，确实值得点赞。

“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
创造。”靠自己双手赚钱养家，靠诚
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这样的选择
不仅不是浪费，而且更显人生态度
的积极。
　　这件事引发的舆情中，真正值
得思考的是，一些人对“名校硕士失

业开摩的”的热议与不理解，折射
出对于学历、职业的刻板成见，

“什么人只能干什么工作”的僵化
观念根深蒂固。
　　从人力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
角度看，“专业对口”当然有道理，

“用非所学”是否合理当然值得探
讨，但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日
益普及，人们的择业方向也越来
越多元，“跨界”就业越来越普遍，
也越来越正常。在这方面，颇有说

服力的案例是，当年轰动全国的
北大中文系毕业生陆步轩，择业
时没有被传统观念束缚，通过卖
猪肉一样实现了人生价值。
　　不管是自称“暂时性过渡”的
硕士摩的，还是此前的“深圳中学
教师面试者超一半是博士”，全社
会在看待学历、择业等问题时，希
望能有更多平常心，让“名校硕士
开摩的”“博士当中学老师”不再
成为“新闻”。 （本报评论员薛园）

名校硕士开摩的，积极人生何谈“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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