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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大拇指是‘好’，弯一弯是‘谢谢’。”2014 年春节
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
看望住在这里的孩子。聋哑女孩王雅妮伸出右手弯了弯大
拇指，向总书记“说”谢谢，总书记笑容可掬地跟着学。
　　一旁的新华社记者按动快门，将这冬日里暖意融融的一
瞬定格为永恒。
　　“见到习爷爷那一刻，我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心里特
别激动。怎么也没想到习爷爷竟然会专门来看我们。”尽管
已时隔 8 年，王雅妮仍然清晰地记得那次会面的每一幕
画面。
　　“习爷爷亲切地跟我握手，还仔细翻看了我放在书架上的
手语书和相册。”虽然无法亲耳聆听总书记温情的话语，但温
暖的大手与和蔼的笑容早已将爱传递。
　　临走时，总书记鼓励王雅妮好好学习、学业有成，小
雅妮急忙用手语表达感谢，没想到总书记也伸出手回应。

“习爷爷用手语跟我交流，让我觉得他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事后，小雅妮从同伴处得知，在排练厅，正在排练迎春
节目的小伙伴围着习爷爷自我介绍。“大家说得磕磕巴巴，
但习爷爷都耐心听完了，还抱起了其中一个孩子，看了大家
的表演。”
　　“习爷爷说‘希望福利院的孩子和祖国其他孩子一样健康
生活、幸福成长’。他的一言一行都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一群
特别的人，都是他疼爱的孩子。”
　　王雅妮从小就有教师梦，那次与习爷爷的会面给了她无
限动力。她每天晚上看书学习到深夜，努力不辜负习爷爷的
嘱托。
　　如今，走上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讲台的王雅妮，开始
帮助更多残疾孩子改变命运。“现在，‘好好学习、学业有成’成
了我对学生们说得最多的话，习爷爷当年的愿望也成了我如
今工作的追求。”
　　不只王雅妮，在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那个总书记亲手
递上毛绒玩具大黄鸭的脑瘫女孩冯玉莲，在国家的资助下进
行了手术和康复治疗，已经能独立走上两三步了；那个向总书
记表演迎春节目的男孩孟天雨考入了青岛盲校；那个总书记
点赞的“模拟家庭”在福利院传承下来，给孤残儿童带来“家”

的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
外关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
总书记始终将残疾人如期脱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
内容和关键指标，“拉”着残疾人一同奔小康；
　　“要实施精准帮扶，把钱花在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针
对性帮扶上”。总书记懂得残疾人的特殊困难，为提供更精
准帮扶细细筹谋；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
的人生。”总书记肯定残疾人的主体作用，鼓励他们共圆中
国梦……
　　总书记强调：“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
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
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残疾人
事业交出一份温暖厚重的答卷———
　　这是愈加密实的保障之“网”：截至 2021 年底，残疾人
两项补贴制度惠及 2600 多万困难和重度残疾人，1000 多
万残疾人入低保，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率超过 90%、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超过 95%；
　　这是愈发完善的保护之“盾”：截至目前，90 多部法律、
50 多部行政法规为残疾人穿上“法律铠甲”，各项残疾人权
益保障制度体系正在形成；
　　这是日益宽广的逐梦之“路”：“十三五”时期，全国有
57477 名残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新增 180 余万残疾
人就业……
　　心手相牵，共享阳光。
　　残疾人和健全
人一样拥有更有尊
严、更加殷实、更加
幸福生活的梦想正
照进现实。
  （新华社记者
  高蕾、达日罕）

“ 习 爷 爷 用 手 语 跟 我 交 流 ”

　　 4 月 25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专门
走进思政课智慧教室，观摩了一场
思政课现场教学。
　　总书记对人民大学提出“为全
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提供更多

‘金课’”的期许。
　　“金课”既是标准，也是要求。总
书记在思政“课堂”提出“金课”意味
深长。

  这堂课为何上：“人生

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办好思政课，是我非常关心的
一件事。”这门“金课”在总书记心中
分量很重。
　　“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
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
办学就要尊重这个规律，否则就办
不好学。”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青
年学子“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
扣好”。处于“拔节孕穗期”的青少
年，需要思政课补钙壮骨、固本
培元。
　　立足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
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政课
的深远意义就在于，“必须培养一
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
人才。”
　　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 议 、全 国 教 育 大 会 等 重 要 场
合，习近平总书记就思政课建设
多次提出明确要求。
　　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北
京市八一学校、北京大学、南开大
学等学校考察时，总书记都强调了

思政课建设，强调“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
设思政课非常必要”“鼓励各地高校积极开展与中小
学思政课共建，共同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
　　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高校，强
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
的根本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德树人中发挥
应有作用，关键看重视不重视、适应不适应、做得好不
好。”
　　在思政“课堂”，面向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总书记希望同学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勇当开路先锋、争当
事业闯将。

  这堂课上什么：“办好思政课，就是要

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
规大学，从学校的前身陕北公学建校伊始就高度重视
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人大注
重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
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
帜”。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所“红色的大学”，观摩思政

“课堂”，对学校立足自身优势，不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
革创新，打造高精尖水平思政课的做法表示肯定。
　　锚定一个关键———“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
魂育人”；
　　传递一个信号———“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
红色基因，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成为人大师生的自
觉追求”。
　　牢牢把握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夯实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这个灵魂基石，习近平总书记为思政课明
确了基本大纲。

  这堂课如何上：“‘大思政课’我们要

善用之”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思政课的教学创新。
　　 2019 年，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
总书记就提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建设智慧课堂
等“值得肯定和鼓励”。此次到人民大学的“思政课智慧
教室”亲自感受，用意更深。
　　在 2021 年全国两会现场，他形象地说，“这个‘大
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拿着一个文件在那儿宣读，没
有生命、干巴巴的，谁都不爱听，我也不爱听。”
　　同样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他直
言不讳，如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照本宣科、应付差
事，那“到课率”、“抬头率”势必大打折扣。
　　此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为办好思政课，进一步把
脉定向：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
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
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
　　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接续的过程，要针对
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      （主笔：黄玥）新华社国内部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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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胡若晗、王晓曈

　　单个产品半小时留言超 1000 条，3 小时点击超 3000
万，一天内浏览量过亿。“明明是一件小事，却不知不觉红了眼
眶”“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就哽咽了，如今再看依然泪眼模
糊”……是怎样的报道，一上线便空降各大平台，引发网友热
烈讨论，甚至频繁催更，高呼“快点更新”“停不下来”？
　　 4 月 18 日起，新华社开设“近镜头·温暖的瞬间”栏目，
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推出一组报道，生动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十
年来治国理政暖心故事。
  该栏目目前已播发的《开启新时代》《家喻户晓的这句话
是在这里讲的》《一杯咖啡里的浓情》《“今天，我和你们一起执
勤站岗”》等，在立意、形式和风格上紧扣“近”与“暖”，用经典
照片、创意海报、生动故事、声音讲述等形式融合呈现，带来心
灵震撼，引发无尽回味。

品读一本近距离镜头定格的故事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地方考察到出席外事活动，从深入田
间地头到走进村户农家，总书记行程足迹的一个个瞬间被镜
头定格，成为历史珍贵典藏。
  双手接过花农的竹笠戴在头上，摘下手套紧紧握住边防
战士的手，同村民们一起盘腿坐在炕上，和外国农场主边喝咖
啡边唠家常……依托这些有代表性、有感染力的独家照片资
源，报道统筹考虑内容、主题、呈现方式，产生直抵人心的传播
效果。
　　系列产品以照片海报为主体展开叙事，海报采用“近镜

头”主意象、“中国红”主色调、“讲话金句”主元素，辅以详细
的时间定格、地点定位，设计精美大气、细节丰富动人。
  文字简洁朴实，通过画面情景再现、当事人回忆重现、
记者延伸解读，以有情有景有细节、见人见事见思想的细腻
手法，讲述照片背后的感人故事。
  在“近镜头特写、长镜头表达”的丰富层次中，给人以奋
进力量。

聆听一部至真至诚至暖的广播剧

　　“近镜头·温暖的瞬间”每个产品都单独制作了时长 5
分钟左右的广播剧，形成“照片海报+文字+音频”的立体化
模式，帮助受众在边看边读边听的多维空间，走进故事场
景，走入时空长廊。
　　总书记健步走入东大厅，向在场的中外记者挥手致
意——— 背景音是高低错落的快门声和持续热烈的鼓掌声；
　　总书记随着主人坐在炕上，熟练地盘起了腿——— 同期
声“我实际上盘腿功夫挺好”朴实感人；
　　刺骨寒风中，习近平下车踩着厚厚的积雪向他们走来———

同期声“你们辛苦了”“感谢主席关怀”刹那间动人心弦；
　　……
　　音频把握产品定位，在文字稿件基础上再细化、再打
磨、再加工，尽可能广泛收集照片现场的同期声和环境音，
用鲜活、自然的方式融入文字中，形成有品有料、丰富丰满、
原汁原味的广播剧形态。
  庄重又柔和、大气且温暖的旁白娓娓道来，在真实生动
的声效技术加持下，显得愈发浸润人心、余音悠长。

奏响一首思想与情怀交相辉映的共鸣曲

　　“我也是农民出身”“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
儿子”“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今天，我和你们一起执勤
站岗”……以平实话语的感染力、鲜活图片的冲击力，生动
彰显领袖风范的亲和力，是这一系列时政报道的显著特点。
　　不难看出，创作团队的初衷，就是充当好见证者、记录
者的角色，利用好海量独家资源，生动还原党的十八大以来
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温暖瞬间，为读者搭建一座随时能读、能
听、能互动、能体验的线上档案馆。
  网友情真意切的留言，印证出“历史由人民书写”的朴
素真理。在时光回溯和现实交汇中，展现中国最高领导人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厚情怀。
　　截至目前，系列产品被各大网站、端口突出展示，在抖
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破壁出圈”，短时间内迅速形成品牌
效应，甚至出现“追剧式”传播。
　　“近镜头·温暖的瞬间”，这部暖心的时政报道“连续
剧”，你追了吗？

这部暖心时政报道“连续剧”，你追了吗？

  扫描二维码，走进系列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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