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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通讯社出版

　　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美好
生活的向往里，人民期盼有更好的
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
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从强调“有学上”到追求“上好
学”，从鼓励“人人努力成才”到展望

“人人尽展其才”，我国九年义务教育
全面巩固，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
职业教育为更多人提供学习进步的
平台。
　　学有所教、学有优教，教育正改变
无数人的命运，帮助实现无数人的
梦想。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
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深化教育改革，推动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均衡发展，维护教
育公平。”——— 习近平
　　【故事】
　　这个暑期，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
沙洲芙蓉学校（文明瑶族乡中心小学）
六年级学生朱子优有了新的娱乐项
目——— 在学校刚搭建好的充气式泳池
内，和小伙伴们畅游嬉戏，尽享夏日
清凉。
　　去年 9 月，沙洲芙蓉学校正式启
用。学校总建筑面积超 1.3 万平方米，
设有 24 个教学班，学位上千个，可为
沙洲、韩田、秀水、五一、新东等周边村
的小学生提供正规教育。
　　朱子优正是从附近小学转到新校
园的学生之一。“这么大的操场，这么

美的环境，学习起来也很有动力。”她兴奋地说。
　　在沙洲芙蓉学校的教室里，无尘磁性黑板、交互式教学
一体机、饮水机、护眼灯等设备一应俱全。每间学生宿舍均
配备卫生间、淋浴间和盥洗室。
　　“现在农村孩子的上学条件不比城里孩子差。”从教 20
多年的沙洲芙蓉学校校长钟华平感慨地说。
　　 2017 年开始，湖南省重点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建设了
101 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并统一命名为“芙蓉学校”。
　　为了保障教学质量，湖南省通过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

“国培计划”等项目的倾斜支持，给学校配备优质教师队伍。
每所芙蓉学校还配了一所优质学校作为结对帮扶单位。
　　目前，这些芙蓉学校已全部投入使用，新增学位 14.6
万个，正为农村地区的孩子平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发挥重
要作用。
　　【数说十年变化】
　　十年来，我国更好保障了人民受教育机会，有效缓解了
群众十分关心的教育问题。在实现全面普及的基础上，九年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4%，比十年前提高 3.6%。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全国
2895 个县全部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99.8% 的中小学校
办学条件达到“20 条底线”要求，学校面貌有了根本改观，
形成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和一体化发展新局面。

让更多农村地区学生圆大学梦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
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使绝
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
多接受高等教育。”——— 习近平

　　【故事】
　　从贵州的大山走出，双胞胎兄弟何忠豪、何忠杰期待到
广东看看大海。
　　他们来自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云雾镇
铁厂村。今年 9 月，兄弟俩离开家乡，来到广州中山大学
报到。
　　山里娃的求学路像山路一样崎岖。初中一年级时，忠
豪、忠杰的父母决定外出打工供兄弟俩读书。小小少年，从
此学习生活只能互相扶持照顾。
　　共同干活、共同做题、共同打篮球、共用一台手机……
六年苦学终得回报。兄弟俩分别以理科 608 分、理科 596
分的高考成绩被中山大学录取，成为当地美谈。
　　忠豪、忠杰得以圆梦，除了勤学苦读，还有政策支持，得
益于国家专项计划。
　　许多中西部农村学生曾面临这样的困境——— 无论如何
努力，上大学、特别是上好大学的机会总是“先天不足”。
　　 2012 年，我国开始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
区学生专项计划。中山大学正是专项招生规模最大的“双一
流”高校之一。
　　在专项计划护航下，越来越多像何忠豪、何忠杰兄弟一
样的农村学生拥有了上大学、上好大学的机会。
　　【数说十年变化】
　　十年来，我国高等学校在学总规模增加 1100 余万
人，毛入学率提高 27.8% ，高等教育实现从大众化到普
及化。（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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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 向 美 好 生 活

　　历时 7 年，冬奥筹办见证非凡的梦想
之旅；今朝梦圆，冰雪盛会书写精彩的中国
答卷。
　　 2022 年，以立春之日的“一片雪花”
拉开帷幕，在生机盎然的早春时节挥手作
别，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兑
现了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展现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非凡的组织动员
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我国
坚实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为
成功办奥提供了强有力的底气和最坚实的
保障！”

  科学指引，坚持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

　　 2022 年 4 月 8 日上午，如潮的掌声
响彻人民大会堂。约 3000 名为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作出贡献的各界代表齐聚一
堂，共同参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
彰大会。
　　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顾
办奥历程、全面总结办奥经验，深刻指出：

“只要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就一定能够
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就一定
能够办成我们想办的任何事情。”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7 年间，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北
京携手张家口作为主办城市尽锐出战、全
力投入，同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等国
际体育组织紧密合作，再次为世界奉献了
一届令人难忘的奥运盛会。
　　掌舵领航、把准方向，党的领导为成功

办奥提供根本遵循。
　　时间拨回到 7 年前，2015 年 7 月 31
日，国际奥委会即将投票表决 2022 年冬
奥会举办权归属。
　　通过视频，习近平总书记的声音传遍
世界：“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
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冬奥申办成功 20 天后，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提出坚持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
廉洁办奥的要求。这四大办奥理念，化作新
发展理念的冬奥表达，为办奥确立了原则、
指明了方向。
　　从先后 5 次专程考察筹办工作，到明
确“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再到面
对全球疫情作出“顺利举办即成功”的科学
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将办好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始终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安全、
顺利举办，确保“两个奥运”同样精彩，赢得
全世界的高度赞誉。
　　统筹协调、全力推进，党的领导为成功
办奥提供重要保证。
　　党中央高度重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成立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从国家层面
统筹力量、协调推进筹办工作。
　　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和 18 个专项工
作议事协调机构搭建起冬奥筹办的四梁八
柱，北京冬奥组委、北京市、河北省与有关

方面紧密合作、全力攻坚，推进各阶段筹办
任务有序落实、蹄疾步稳。
　　面对涵盖 50 多个业务领域、3000 多
项任务的工作总清单，来自各行各业数以
万计的建设者、工作者、志愿者以“一刻也
不能停，一步也不能错，一天也误不起”的
工作热情倒排工期、只争朝夕，成就了冰雪
盛会的卓越精彩，彰显出我们党强大的群
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扛起责任、尽显担当，党组织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让党旗在冬奥一线高高飘扬。
　　位于小海陀山区的延庆赛区，是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三大赛区之一，这里在赛时阶
段组建了北京冬奥组委首支场馆运行团队。
　　 2021 年，延庆运行中心党支部被党
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早
在选址阶段，面对赛区复杂的条件和艰巨
的筹办任务，延庆运行中心的党员干部就
走遍了这片区域的每一座山峰，冒着零下
30 摄氏度的严寒，连续 40 余天自带干粮
在小海陀山上攀爬踏勘上百次，为项目选
址提供了最翔实的基础资料。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筑牢了做好冬奥、冬
残奥筹办备赛工作的基础，党组织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办奥工作的强大力量，
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践
行“冬奥有我、请党放心”的铿锵誓言。

攻坚克难，集中力量办大事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说，奥运会可

能是这个星球最复杂的一项活动，仿佛一
个巨大而又非常困难的拼图游戏。
　　当“无与伦比”的北京冬奥会、“精彩非
凡”的冬残奥会呈现在世界眼前，“冬奥拼
图”拼出中国范本。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
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令世界惊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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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迹背后，“中国为什么能”显现清晰
答案：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令
中国在办奥备赛中不断创造新成绩、书写
新篇章。
　　共同参与、群策群力，“集各方之智、聚
各界之力”贯穿冬奥始终———
　　筹办冬奥、冬残奥，是一项系统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集各方之智，
聚各界之力，形成做好筹办工作强大合
力”。
　　筹备阶段，从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吉祥
物、火炬、奖牌等设计方案，到组织全国设
计、施工、制冰、监理等各领域专业人士投
身场馆建设，再到遴选全球 18 个国家和
地区的 57 名特聘专家加盟筹办团队，“冬
奥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的背后，生动诠释
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赛时阶段，战略指挥、运行指挥、场馆
运行的三级工作体系，实现各层级分工协
作，提升了跨区域、跨领域指挥调度和应急
保障能力，从而统筹各方力量，凝聚起强大
工作合力。
　　全力备赛、补齐短板，推动冰雪项目实
现历史性突破———
            （下转 2 版）

冰 雪 盛 会 ，书 写 下 精 彩 的 中 国 答 卷
——— 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新华社西宁 10 月 2 日电（记者陈凯、
骆晓飞、柳泽兴）金秋时节，三江源国家公
园澜沧江源园区昂赛大峡谷内，层林尽染，
清冽的澜沧江水蜿蜒湍急，不时可见岩羊、
白唇鹿等在密林中一闪而过，处处洋溢着
生机和活力。
　　青海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
的源头，素有“中华水塔”之誉。经过多年治
理，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国庆节
前夕，记者来到昂赛大峡谷，亲身感受这里
发生的改变。
　　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记者抵达此行
目的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
赛乡热情村村民桑周家。桑周今年 28 岁，
从小在昂赛大峡谷长大，家里养着 67 头

牦牛，是个地地道道的牧民。
　　大清早，记者即随桑周到海拔 4000
多米的山区放牧。走了没一会儿，每个人都
气喘吁吁，但一路上风景美不胜收，许多叫
不上名字的动物频频映入眼帘，每个人都
兴致勃勃。
　　“看，那是马麝”“在河边嘴特别尖、特
别长的是鹮嘴鹬”……一路上，桑周拿着望
远镜细数着看到的野生动物。“这几年，草
绿了，水清了，以前看不到的雪豹现在经常
能看见。”谈及变化，桑周滔滔不绝。
　　翻过两座山，是一片广阔草场，牦牛开
始在草场上撒欢。“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
年，草长得是越来越好。”捋起一把草，桑周
颇为感慨。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曾向
记者介绍，上世纪 80 年代末至本世纪初，
三江源湿地湖泊减少、草地植被退化、水源
涵养能力下降、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阻碍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在桑周记忆里，小时候，草场鼠害泛
滥，最严重时，到处是光秃秃的黑土滩。这
几年，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昂赛大峡谷
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峡谷内记录到的雪豹
个体从 2017 年的 42 只上升到现在的 85
只，金钱豹个体从 2017 年的 4 只上升到
现在的 12 只。
　　 2016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启动，三江源的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
阶段。
　　 2016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
考察时，与昂赛大峡谷的基层干部、生态管
护员等进行视频交流，希望他们在国家政
策支持下，齐心协力管护好湖泊、草原、河
流、野生动物等生态资源，生产生活都越来
越好。
　　也是在这一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建立
起“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
2018 年，桑周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这项
工作，每年为他带来 2 万多元收入。在他

看来，“能保护动物，又能挣钱照顾家里，这
是党的政策好，相信党的二十大会推出更
多的好政策。”
　　多年来，桑周每天随身携带着笔记本，
把放牧巡山过程中看到的环境变化和野生
动植物情况都一一记录下来。
　　“经常看一看，数一数，这些都已印在
我的脑子里啦。”桑周说。
　　歇一会儿走一段，突然桑周有了新
发现。
　　“快看，这是雪豹留下的粪便，旁边还
有脚印。”桑周一边蹲下仔细观察，一边赶
忙拿起手机拍摄照片，并在笔记本上记下
详细地点。
　　“附近肯定有雪豹，还不止一只。得赶
紧记下来。”桑周兴奋地说。
　 　 翻 开 桑 周 厚 厚 的 笔 记 本 ，记 者 看
到 他 已 经 记 下 了 不 少 雪 豹 出 现 的
地点。
           （下转 3 版）

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青海：“生态优先”引领绿色发展

  ▲ 10 月 2 日，一位小朋友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学习滑冰。当
日，人们来到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滑冰，乐享国庆假期。
                  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 10 月 2 日，读者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的石家庄
书城阅读。国庆假期，人们走出家门，享受多彩假日时光。
                  新华社发（陈其保摄）

  10 月 2 日，在湖南桑龙高速贺龙特大桥
建设现场，中铁五局工人在施工作业。
          新华社记者陈思汗摄

  10 月 2 日，游泳爱好者在广西柳州柳江
江面上摆出“十一”造型。
          新华社发（黎寒池摄）

乐 享 假 日

新时代中国调研行·非凡十年看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