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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到“我们”，这个春节见证中国自信
时隔14年，奥运火炬再次在北京

燃起，创意、浪漫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惊艳全世界。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展示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璀璨文
明，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那
朵“人类共同的雪花”；从一开始冬季
竞技运动项目发展相对缓慢，到如今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举国冰雪热情；
这个春节，我们感受到中国14年间跨
越的脉动，被从“我”到“我们”的中国
自信、中国底气刷屏、感动！

从“我”到“我们”，是14年间中国
惊人的跨越和发展。举办大型综合性
运动会，是对一个城市及其所在国家
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体育、文明程
度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验。14年前，人
们挤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以短信和

彩信方式提供奥运赛前、赛时、赛后资
讯。今天，我们不但能在智能手机上
观看比赛，随时随地参与互动，本届冬
奥会更首次实现核心系统全面上云。

“如今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和
延庆赛区，人们从北京乘坐高铁不到
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一天之内就可
以在北京和张家口、延庆之间往返，这
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国际奥委会媒体
运行前总监、北京冬奥会媒体运行部
高级专家安东尼·埃德加，曾在2008
年北京奥运会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
会筹办期间的近20年里，往返北京40
余次，但巨大的变化仍令他惊叹。

从“我”到“我们”，是攻坚克难的
大国气魄。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
同，今年的北京冬奥会面临疫情挑

战。外媒不久前发布的一则视频让人
会心一笑：冬奥会封闭区，一台机器人
在工作时发现和它打招呼的外国人没
有戴口罩。它立刻停下“脚步”，发出

“请佩戴医用口罩”的提醒。
中国将一批批科技成果应用于疫

情防控、媒体转播等领域，让绿色冬
奥、科技冬奥的愿景逐步走进现实。
美国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选手玛丽
亚·贝尔对冬奥村里的生活赞不绝
口。“我感觉非常安全。这里的工作人
员真的做得非常非常棒。我原本还担
心过在餐厅一同进餐可能存在传染病
毒的风险。但事实上，在餐厅里，我们
每个人都有一个被隔开的自己的空
间，洗手、消毒、戴口罩，去哪儿都觉得
很安全而且有保障。”

从“我”到“我们”，是不断增强的
中国自信。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传递着
中国的经济、科技实力和历史自信、文
化自信。日本记者辻冈义堂在直播连
线中，向演播室主持人“炫耀”自己买
到的“冰墩墩”徽章、开幕式上精彩绝
伦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让全世界看到
中国式浪漫美学、外籍选手在冬奥村
的一块大屏幕前跟着人工智能学起了
太极……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各代表团
引导员高举雪花造型引导牌，汇聚到

“鸟巢”中央，凝结成一片大雪花，呵护
着中间的奥运之火。正如开幕式总导
演张艺谋所说，这里所展示的不仅是

“我”，而且是“我们”，展现“一起向未
来”的人类共同情感。 （据新华网）

多措并举实现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金玉良言】

奔向星辰大海，
不懈奋斗！

【有此一说】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与经济增
长基本同步。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47412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8.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5%。

居民收入的高低既反映市场主体
的运行情况，又反映社会消费潜力的
基本情况。2021年，我国最终消费支
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5.4%，拉动
GDP增长5.3个百分点。在防控新冠
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我国居民收入稳
定增长，有力激发了内需潜力，促进经
济持续稳定恢复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
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传
导到社会领域，有可能加大居民增收
压力。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居民
收入稳定增长，需要多措并举，不断完
善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

重。劳动报酬是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来
源，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
占比有所提高，但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2021 年，全国居民工资性收入
19629元，增长9.6%，成为拉动居民收
入增长的重要动力。增加劳动报酬的前
提是稳就业，要千方百计保市场主体，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
减轻企业发展负担，让企业更多经营性
收入转化为劳动者报酬。此外，还要健
全就业公共服务，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
系，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健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机
制。建立健全统一的要素市场，畅通
要素供求渠道。构建知识、技术等创
新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机制。深化城乡
资源要素一体化配置体制改革，促进
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拓宽城乡居民增
收渠道。

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壮大中等收
入人群。我国消费的主要生力军是中
等收入群体，要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的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社会保障
水平。扩大优质就业岗位数量，提高就
业稳定性和就业质量，推动中低收入群
体加快向中高收入人群迈进。提高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减轻居民家庭
在住房、教育、育幼、医疗、养老等方面
的支出负担，稳定消费预期。

多措并举提升居民收入，为释放
消费潜力创造重要条件，为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这对全面促
进消费、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基础作
用。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顺应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断提升居民
收入水平，能推动更优质商品、更高
水平服务、更丰富精神文化产品走进
千家万户，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据新华网）

2022年全年载人航天工程
实施6次发射任务，常年有人照
料的空间站全面建成，长征六号
甲运载火箭开展首飞……9日发
布的《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
（2021年）》，展示了2021年中国
航天的最新成就，并披露了2022
年中国航天事业的“任务清单”，
一项项举世瞩目的成就和新计划
催人奋进。

天问一号探测器从火星轨道
传回“新春祝福”，神舟十三号航
天员在空间站迎新春过大年……
一次次“天地互动”让虎年春节

“太空感”十足，一项项“世界级惊
艳”上演一幕幕“宇宙级浪漫”。

回首过去的2021年，中国全
年实施55次发射任务，在载人航
天、月球和深空探测、应用卫星、
科学和技术试验等领域取得重大
突破。与此同时，构建了较为完
善的卫星应用体系，产生显著的
社会和经济效益。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
探索宇宙奥秘、利用外层空间，是
全人类的共同梦想。可以预见，
世界航天活动将向更大规模、更
多突破、更远边界持续发展，而中
国航天也必将以更自信、更开放
的姿态继续迈进，为世界作出更
大贡献。

未来，中国将发射“问天”实
验舱、“梦天”实验舱，推动运载火
箭型谱化发展，不断完善空间基
础设施；利用空间站、月球与深空
探测器等平台，催生更多原创性
科学成果；加大航天成果转化和
技术转移，培育太空经济新业态，
让中国航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

中国还将积极参与外空全球
治理，推动各国携手共进、平等互
利，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共同应对外
空活动长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
战，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愈是向前，愈应清醒。我们与
实现世界航天强国的目标还有一
定距离，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的制度优势，全力以赴突破更多关
键核心技术，培育更高素质、更高
水平的一流航天人才队伍，向着星
辰大海不懈奋斗！ （据新华网）

近几年，动物园动物逃逸、非正
常死亡、伤人等事件时有发生，给野
生动物保护和社会公共安全带来隐
患，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尤其是
2021 年 4 月发生的“金钱豹外逃事

件”，引发社会公众广泛关注。
为进一步完善动物园管理机制，

促进动物园安全规范运行，杭州市政
府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动物园管理的实施意见》，明
确职责分工，加强日常监督管理，规
定危险动物笼舍进出口执行双重门
禁系统。 （据新华网）

加强安全管理

人勤春来早
虎年“不打盹”

虎年春节的“黄金周”画上了句号，
人们收拾假期的闲适，返回各自的岗
位，重启工作和生活节奏。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新春来
了，对于未来，大家总会寄予无限期望。更
何况，今年又是“百兽之王”来当轮值生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虎象征着力量
强大、生气勃勃、勇气十足、果敢无畏。
关于老虎，中国还有一句常用于安慰人
的俗语——“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但是，在关键时候可不能掉链子。

把握好大局，清醒认识形势，抖起虎
虎生威的雄风、拿出生龙活虎的干劲、发
扬气吞万里如虎的精神，才能一路披荆斩
棘，达成既定目标。虎年春节假期，不少
人放弃休假，奋斗在工作岗位上。正因有
这样的奋斗和坚守，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国家才越来越富强，民族才越来越兴盛。

“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
声”。人勤春早，实干兴邦。假期过去，让
我们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撸起袖子加油干，
一起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据新华网）

【金玉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