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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通讯社出版

　　新华社北京 2 月 26 日电中共中
央政治局 2 月 25 日下午就中国人权
发展道路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
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不懈追求。党的百年奋斗史，贯穿着党
团结带领人民为争取人权、尊重人权、
保障人权、发展人权而进行的不懈努
力。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新征程，我们要深刻认识做好人权工作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走中国人
权发展道路，更加重视尊重和保障人
权，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
　　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长鲁广锦同
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
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
他的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
讲话。他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我们党自成立
之日起就高举起“争民主、争人权”的
旗帜，鲜明宣示了救国救民、争取人权
的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都
牢牢把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领导人民取
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中
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
主人，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
他各项基本权利保障不断向前推进。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坚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
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推动我国人权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
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我国人权
事业发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们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人
权法治保障，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全
面的民主权利。我们推动实现更加充
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建成了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
疗卫生体系，大力改善人民生活环境质
量。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最大限度保护了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全面贯彻

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坚持各民族
一律平等，尊重群众宗教信仰，保障各
族群众合法权益。我们深入推进司法
体制改革，加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
设，深入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全面
开展扫黑除恶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
法犯罪，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切实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国是世界
上唯一持续制定和实施四期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的主要大国。我们积极参与
全球人权治理，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
作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
　　习近平强调，在推进我国人权事
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
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我们党
团结带领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
经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走出了
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
人权发展道路。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决定了我国人权事业的社会
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能够保证人民
当家作主，坚持平等共享人权，推进各
类人权全面发展，不断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二是
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性是中
国人权发展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我们
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激发广大人
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人
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
促进者、受益者，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
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
的实质性进展。三是坚持从我国实际
出发。我们把人权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
际结合起来，从我国国情和人民要求出
发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确保人民依法享
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人
权。四是坚持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
的基本人权。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
础，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我们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
发展，在发展中使广大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下转 3 版）

习
近
平
在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第
三
十
七
次
集
体
学
习
时
强
调

坚
定
不
移
走
中
国
人
权
发
展
道
路

更
好
推
动
我
国
人
权
事
业
发
展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党的百年奋
斗史，贯穿着党团结带领人民为
争取人权、尊重人权、保障人权、
发展人权而进行的不懈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
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
理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推动我
国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在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
的实践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
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总结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
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走出
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
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一是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坚
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三是坚
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四是坚持
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
本人权；五是坚持依法保障人
权；六是坚持积极参与全球人
权治理
 ●要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
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
众的诉求，坚决杜绝因司法不
公而造成伤害人民群众感情、
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事情发
生。对一切侵犯群众合法权利
的行为，对一切在侵犯群众权
益问题上漠然置之、不闻不问
的现象，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
查处、坚决追责
 ●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
的，不能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
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空谈人
权。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人权，不
能以别的国家标准来衡量，更不
能搞双重标准，甚至把人权当作
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工具

　　春回大地暖，春耕正当时。
　　农技专家“问诊”、高科技助力、选
良种优结构……眼下，一幅幅忙碌有
序的春耕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牢牢守
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抓好粮
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为应对去年
罕见秋汛带来的冬小麦大面积晚播的
空前挑战，从南到北的广袤田野间，人
们早动手、抢农时，打好春耕备耕主动
仗，确保“大国粮仓”实现新的丰收。

  与时间赛跑，打响夏粮丰

收硬仗

　　黄河滩地边，孕育着万亩麦田，十
多辆高地隙植保车齐头并进，喷洒着

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让急需营
养的小麦苗饱尝甘霖。“往年这个时
节，老百姓只需要打除草剂，今年得多
打两次肥料。”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农
机手孙亚新说。
　　“今年春耕，芮城县投入了 80 辆
高地隙植保车，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农技专家李峰潮摸着嫩绿的麦苗说，
今年小麦晚播面积较大、苗情总体偏
弱，更要勤观察、多交流，弥补不足，把
失去的时间赶回来。
　　受去年秋汛影响，河北、山西、山
东、河南、陕西 5 省有 1.1 亿亩小麦晚
播，占到小麦播种面积的 1/3，当前苗
情长势复杂，夺取夏粮丰收面临空前
的挑战和困难。在这个春天，各地打响
确保夏粮丰收这场硬仗。
　　在河南新乡市延津县，百万亩小
麦进入返青期。流转种植了 1000 亩
小麦的种粮大户李元智说，今年的苗
情比不上去年，但是在春管期间，通过

精细浇水和施肥，能促进“弱苗转壮”。
　　去年秋汛，山西省运城河津市位
于汾河两岸的农田积水严重，小麦迟
迟不能下播。11 月，当地农业部门推
出极晚播小麦冬季地膜覆盖技术，发
放 60 吨地膜，抢播 3.6 万亩。“我怀着
试试看的心情种下了小麦，铺了地膜，
没想到长势这么好。”河津市黄村村民
侯永强看着郁郁葱葱的麦苗说。
　　不久前，山西省农业技术服务推
广中心研究员段忠红和农业农村部的
专家深入运城、临汾等地的产粮县进
行实地指导。“土里捂”能不能压？“一
根针”该咋办？什么时间浇水施肥比较
好？……小麦晚播出现的新问题，让种
植户心中打鼓，农业专家一一详细解
答，让他们吃了“定心丸”。
　　制作冬小麦苗情表、分布图，各级专
家精准指导，在各地的田间地头，处处涌
动着农业技术专家忙碌的身影……
　　春节刚过，山东各地就开展万名

科技人员下乡活动。他们分区域分
地块帮包，不间断开展巡回指导和
服务。在安徽省，1.3 万余名基层农
技人员开展包村联户，全程指导除
草、追肥等春季田管措施。
　　为促进冬小麦“弱苗转壮”，河
南省汤阴县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培训，实现全县 298 个行政村
技术培训全覆盖，确保关键技术进
村入户到田。“我们加强麦田管理技
术培训，打好春耕生产第一仗，保持
粮食及农业生产增长势头，为夏粮
生产打下良好基础。”河南省汤阴县
农业农村局局长史艳超说。

  “慧种地”“云播种”让

“抢”农时增信心添底气

　　走进山西芮城县东恒农机专业
合作社的大院，一辆辆威风八面的
农机排列整齐。   （下转 2 版）

不负春光好时景，播下田野新希望
虎 年 春 耕 新 图 景

　　新华社北京延庆 2 月 26 日电（记
者刘扬涛、姚友明、张骁）冬奥热情余温
犹在，残奥大幕已经拉开。在位于北京
延庆区小海陀山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赛场人员正热火朝天地开展冬残奥会
转换工作。随处可见的残奥标识、新增
的无障碍通道、雪地上铺设的防滑
垫……熟悉的地点，熟悉的场景，却在
许多细节处做出了调整。这些改变的背
后，彰显出人性化的办赛服务理念。
　　 26 日下午，小海陀山上刮起阵
风。在高山滑雪竞速结束区的兴奋剂检
测站门前，工作人员正在用木板加固新
搭建的无障碍通道。赛道终点，一条在
雪地上铺就的木板路已经完工，上面还
有一层防滑垫，行走其上十分平稳。

　　“从运动员到达冬残奥村的那一
刻起，我们就希望为他们创造一个无
论在任何场景中都能顺畅行动的环
境。”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运行团队
残奥整合经理刘杰说，“这涉及我们办
赛的一个重要理念——— 人性化。我们
希望尽量不要借助人抬等外力帮助残
疾人运动员行动，而是努力形成一个
包容性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凭借自己
的力量通行，这体现了平等与尊重。”
　　在运动员休息室的就餐区域，摆
放着一台饮料柜。这个饮料柜的每一
层都摆着各种不同的饮品，初看似乎
有些杂乱，细想却能理解其用心。刘杰
解释说：“这样包括坐轮椅的人在内，
大家都能在适合自己高度的位置取到

想要的饮料。”
　　类似的人性化设计还有很多。据
刘杰介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在规划
建设之初就坚持两个奥运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共设置无障碍坡道 11 个，
无障碍电梯 23 部，无障碍卫生间 33
个。北京冬残奥会期间，他们将为坐姿
运动员提供专用设施，在竞速赛道设
置总长度 980 米的拖牵，在竞技结束
区设置一条长 115 米的魔毯，方便坐
姿运动员在休息室、赛道和训练道之
间连接移动。
　　“此外，更换赛道用雪、改变景观标
识、增加无障碍车辆等一系列转换工作
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刘杰说，“我
们有信心在正式比赛开始前完成准备

工作，为各国（地区）残奥健儿提供最
有力的保障和最细心的服务。”
　　随着赛事日益临近，训练场上
已经可以看到不少运动员的身影，
中国选手朱大庆已经开始了训练。
她说：“这里的无障碍设施非常好，
我乘着缆车一路从冬残奥村坐到了
山顶，缆车的座椅还有加热功能，非
常舒服。能在自己国家这么好的赛
场和服务条件下比赛，感觉很幸运，
也更激发了我奋力拼搏的斗志。”
　　荷兰残疾人高山滑雪队教练员
尼基说：“这里的硬件设施以及无障
碍设施，都是我所参加过的冬残奥
会中最出色的！中国的组织者做了
非常充分且出色的准备工作。”

  新华社河北崇礼 2 月 26 日电（记
者朱青、刘博、杨帆）在北京冬奥会产生
了 20 枚金牌的云顶滑雪公园，场馆群
无障碍经理张毅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同
事，细致检查着每一处无障碍通道是否
平整顺畅。他们正和这里的数百位工作
人员一起，为即将在 3 月 4 日开幕的
北京冬残奥会进行转换期工作。
　　云顶滑雪公园将承担残奥单板滑
雪这一大项下障碍追逐和坡面回转两
个小项的比赛，届时将有 8 枚金牌在
这里产生。
　　“冬残奥会将有 80 余名来自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来这里参赛。”
云顶滑雪公园残奥整合经理陈辰说，

“我们现在利用转换期正在对比赛场地

设施、场馆形象景观进行转换建设工
作，同时还为运动员、教练员、媒体记者
和观赛观众等群体打造四条无障碍流
线，届时将让所有来到云顶的人能全方
位感受到一个‘无碍’的冬残奥会。”
　　来自俄罗斯的罗曼·阿列克谢耶夫
斯基正在云顶滑雪公园的坡面回转赛
道上，精心修整出一道道冬残奥会赛道
特有的“月牙弯”。他和其他五名来自不
同国家的赛道专家已经工作了两天。
　　“针对冬残奥会的比赛要求，需要
缩短赛道长度，降低出发的起点位置，
降低赛道难度。我们大约还需要三天
时间来做调整塑形工作。”他说，“工作
是辛苦的，但是想起冬残奥会运动员，
就为我们带来了精神力量。”

　　为保障运动员顺利参赛，云顶
场馆群设置了矫形器、假肢与轮椅
维修中心。来自德国的维修技术人
员朱利安·纳普和几位同事将一起
在维修中心提供服务。“因为疫情的
原因，北京冬残奥会期间我们可能
需要在与运动员保持一定距离的情
况下提供服务，但我们已经做好了
充分准备，为运动员现场提供最快
的服务。”他说。
　　“无碍”只是起点，云顶滑雪公
园的转换期工作处处充满了“有爱”
的细节：在比赛出发区为运动员增
设了取暖棚和卫生间；增设低位服
务台、升降机和无障碍车辆等设施，
让前来云顶的人在每一处场所都能

感受贴心和顺畅；还为媒体设置了低
位护栏采访区，为需要使用轮椅的记
者提供无障碍的采访环境。
　　对于云顶滑雪公园这个地势落差
很大的山地场馆来说，为了达到“无
感”的无障碍转换工作是种挑战。在这
里，数百位工作人员还将在冬残奥会
开幕前不断优化转换工作，并由无障
碍工作专业人士在一遍遍亲身体验中
检查和改善每一处细节。
　　“我们在空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
打造尽可能宽敞的无障碍坡道，对无
障碍环境尽可能地优化，我相信届时
运动员、技术官员、观众和残奥大家庭
的来宾，在云顶场馆都能感受到非常
良好的无障碍服务。”陈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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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图：2 月 25 日，机械设备
在云顶滑雪公园进行赛道二次塑
形作业。小图：2 月 25 日，工作人
员在云顶滑雪公园整理赛道。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细 节 中 彰 显 人 性 化 理 念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延 庆 赛 区 转 换 工 作 见 闻

  高地隙植保机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新
村作业（2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柴婷摄

  在四川省眉山市中法农业科技园蔬菜种
植基地，农民在采收蔬菜（2 月 23 日摄）。
         新华社发（张忠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