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8 日上午 9 时，高二年级学生开
始了震撼人心的跑操表演。坚定的步伐、
振奋的口号，洋溢着冀中学子蓬勃向上的
精神风貌。由此，春光明媚、芳草如茵、充
满激情的冀州中学以“感恩奋进承大任，
青春筑梦报家国”为主题的2019级学生感
恩仪式拉开帷幕。

这一天，6000余名冀中学子迎来了成
人礼，1万余名师生和家长见证并体验了
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仰望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民族自豪
感和崇高使命感在“00 后”学子们心中澎
湃。“感恩，首先要懂得知恩。感恩不仅是
一种品德，更是一种责任。我们要感恩祖
国，缅怀先烈；感恩家长，关心家人；感恩
老师，努力学习；感恩生命旅程中一切给
予自己善意的人。同学们，在你们的成长
历程中，曾经摔倒过、哭泣过、偷懒过、生
病过等等，这个时候，扶起你们的是父母，
为你们擦干眼泪的是父母，最心疼你们的
是父母……”学校领导的致辞，朴实而满
怀期望，剖析了感恩的内蕴，告诉了大家
感恩是一种认同，是一种感激的表示，是
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品德，也是人的本
性与良知。校领导朴实无华却满怀希冀的
致辞，更是为他们铺下了新征程最坚定的
基石。

感恩是最好的成人礼！感恩是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自1945年8
月建校以来，冀州中学始终坚持“关爱、成
长”的理念，把举行感恩仪式作为德育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学生与家长、老
师之间增进感情的纽带，这一仪式已连续
举办多年并成为学校德育教育的一大品
牌。适逢建党100周年之际，这次感恩仪式
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激励大家感恩
党，感恩祖国，在即将开启的精彩人生中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冀州中学是省级示范性高中，学校
秉承“严勤活实”的校训，坚持“关爱、成
长”的理念，综合办学实力不断提升，高
考成绩连年在全省县级中学中名列前
茅，跻身中国百强中学、全国高中教育50
强，先后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天津大学等全国著名大学确定为优秀生
源基地。

学生家长代表表达了对冀州中学由
衷的赞美和感恩，表示将孩子放到学校很
放心，坚信孩子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学

生家长代表郑重表态，要全心全意地配合
学校让孩子学有所成。

级部主任代表老师深情寄语，要有
“悬梁刺股”的勇气和“凿壁偷光”的精神，
拿出“九天揽月”的气概和“舍我其谁”的
自信去开拓人生、与爱同行。

四名同学的诗朗诵《感恩》，则饱含深
情地表达了对父母和师长的感恩之情，表
达着要用青春和热情去创造美好明天的
坚定。

听，这份坚定在
每一个同学齐声诵
读的《少年中国说》
里：“故今日之责任，
不在他人，而全在我
少 年 。少 年 智 则 国
智，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
前 途 似 海 ，来 日 方
长。美哉，我少年中
国，与天不老！壮哉，
我中国少年，与国无
疆！”

看，这份坚定在
同学们写给父母的

书信里，在他们与父母的紧密相拥中，在
青春面孔上的泪水和动容里。328 班，手
持班旗的少年细细读着母亲的寄语，神
情肃然；对面，母亲已是几度泪水潸然，
欣慰于儿子的成长和担当。327 班，娇俏
少女黄楠给予妈妈梁女士最大的肯定，

“妈妈，有你安稳的爱，我就有做任何事
的勇气”“我想要成为你口中目标‘别人
家的孩子’，成为你的骄傲”“妈妈，看完
这些话，你会觉得女儿长大了吗？”……

一对对、一排排、一片片，放眼望去，满满
的都是泪水和爱。

行感恩礼、家长学生互赠感恩信、
拥抱父母老师、感恩宣誓等一个个感恩
环节，描绘出了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画
面。学生、父母互赠准备已久的信函，
互相读着信上的内容，每一个字、每一
句话，都凝聚着家长对孩子今后走好人
生路的殷切希望，寄托着孩子对家长的
养育感激之情。全体同学面向自己最
亲、最爱、最敬的家长、老师郑重地三
鞠躬，发自内心地喊出“爸爸妈妈您辛
苦！”“老师您辛苦了！”表达出学生对父
母养育之恩、对老师培育之恩的深深谢
意。看着向自己行感恩礼的儿女、学
生，回忆一起度过的点点滴滴，许多家
长和老师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并和孩
子们紧紧相拥在一起。

领导的鼓励，家长的嘱托，老师的教
导，都化作了爱的暖流，让学生无比感动，
让校园无比温馨。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父母与孩子们手
牵手，面带笑容，紧密相伴携手踏上成才
之路。

（方晓东、李海菊）

感恩奋进承大任感恩奋进承大任 青春筑梦报家国青春筑梦报家国
——冀州中学万名师生及家长体验感恩仪式

18声礼炮，18岁的青春，走向成人的激荡乐章。

18岁，憧憬，希望，亦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18岁，责任，担当，迎来一次人生的嬗变。

“401班，谁与争锋！”“青春飞扬，勇敢启航！”“超越自我，共

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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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
20 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

市，陪审团裁定在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
死亡案中，前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被控两项
谋杀和一项过失杀人罪名全部成立。

美国总统拜登当晚发表讲话说，弗洛伊
德之死让全世界看到系统性种族主义是美国

“灵魂上的污点”。
然而，就在判决宣布前不到半小时，俄亥

俄州首府哥伦布市发生警察枪杀一名非洲裔
女孩事件。显然，弗洛伊德案的宣判还远远
不足以消除美国这个根深蒂固的“污点”。

2020 年 5 月 25 日，在明尼阿波利斯街
头，身为警察的肖万在弗洛伊德多次发出“我
不能呼吸”的恳求且众多目击者劝告阻止的
情况下，用膝盖跪压弗洛伊德颈部长达9分
29秒。弗洛伊德昏迷后死亡，目击者将现场
视频上传网络，引发美国数十年来规模最大
的抗议和骚乱。

此案审理受到全美高度关注。在经过近
3周的庭审后，陪审团经过约10小时审议达
成一致，裁定肖万被控的二级谋杀、三级谋杀
和二级过失杀人罪名全部成立。主审法官当
庭宣读并确认陪审团裁决结果，将在8周后
宣布对肖万的量刑。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说，判决结果没有消
除美国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所带来的
痛苦，但让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但哥伦布市当天响起的警察枪杀非洲裔
女孩的枪声和当晚发生的抗议活动表明，美
国人“松口气”的时间是多么短暂，而系统性
种族主义带来的痛楚是多么难以根除。

事实上，美国人究竟能否“松口气”，都应
该打上问号。在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全美大规
模抗议浪潮后，美国各地仍不断发生警察暴
力致死少数族裔事件，仅近期就出现多起：

3月29日，在芝加哥，一名警察开枪射杀
13岁拉美裔少年亚当·托莱多。

4月初，在得克萨斯州，7名警察因涉嫌
致使一名非洲裔在押人员死亡而被解职。

4月11日，在明尼苏达州布鲁克林森特
市，一名白人女警误把手枪当电击枪，打死
20岁非洲裔青年当特·赖特……

显然，无论是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
还是警察肖万被定罪，都难以使美国警察暴力执法问题出现哪怕
是短暂的明显改观。

拜登说，弗洛伊德之死让全世界看到系统性种族主义是美国
“灵魂上的污点”，对肖万的判决是“美国在走向正义道路上迈出的
一大步”。但这一步究竟有多大？从现实来看，难言乐观。

正如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在弗洛伊德案宣判后发表的声
明所说，美国“争取问责警察和尊重黑人生命的斗争远未结束”。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0日电

前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被

控的二级谋杀、三级谋杀和

二级过失杀人罪名全部成立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记者魏玉坤、申
铖）财政部21日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57115亿元，同比增长24.2%，
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 6.4%，两年平均增长
3.2%。

据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一季度，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恢复性增长，符合预
期，主要是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加上PPI涨幅有
所扩大。

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26902亿元，同比增长27.2%；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本级收入30213亿元，同比增长21.7%。全
国税收收入48723亿元，同比增长24.8%；非税
收入8392亿元，同比增长20.7%。

分税种看，一季度，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
23.9%，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下降 5.3%，扣除
2019 年同期增值税税率不可比因素后，增长

4%左右。国内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同比分别增
长 18.5% 、12.7% ，与 2019 年 同 期 相 比 下 降
0.9%、1.7%，接近回升至疫情前水平。个人所
得税同比增长 19%，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
23.1%，除居民收入增长带动外，还与股权等财
产转让收入和股息红利收入增长有关。

支出方面，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8703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中央一般公共
预算本级支出6676亿元，同比下降6.9%；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2027亿元，同比增长8.1%。

这位负责人表示，一季度“三保”等重点支
出增长较快，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分别增长13.8%、8.3%、6.1%。

此外，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18605亿元，同比增长47.9%；全国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7331 亿元，同比下降
12.2%。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近
日联合20个部门印发了《国家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2021年版）》。

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每个公民的
基本权利，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是政府的重要职责。2021年版国家标准
有何特点？如何落实？国务院新闻办21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
人作出回应。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新闻发言
人赵辰昕说，2021年版国家标准明确了
现阶段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基
础标准，成为各级政府履行基本公共服务
职责和人民享有相应权利的重要依据。

制定出台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是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次重大制
度创新。2021 年版国家标准涵盖了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及
优军服务保障、文化服务保障，共 9 方
面、22大类、80个服务项目。每个项目

均明确了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标
准、支出责任和牵头负责单位。

“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底线标准，
是国家向人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
赵辰昕说，有利于引导各地对照中央要
求，查缺补漏，优化资源配置，兜牢民生
底线；有利于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基
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供给，推动发展成果
全民共享；有利于推动统筹城乡的民生
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民政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冯亚平说，
目前全国有6万名集中养育孤儿，平均保
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611.3元；有13.4万名
社会散居孤儿，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
1184.3元；有25.3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纳入保障范围，保障标准由各地按照与
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相衔接的原则确
定。老年人福利补贴包括为65岁以上老
年人提供能力综合评估，为经济困难老
年人提供养老服务补贴，为经认定生活

不能自理的经济困难老年人提供护理补
贴，为80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

2021年版国家标准明确，为35岁及
以上常住居民中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和2
型糖尿病患者提供筛查、随访评估、分类
干预、健康体检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基
层司负责人高光明说，到2020年，高血
压患者城乡社区年度服务人数超过1亿
人，服务2型糖尿病患者将近3500万人。

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
陈希原说，我国已建立较完善的国家学
生资助政策体系，在制度上实现了“不让
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下一
步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受助需求，适时调整资助
范围和资助标准，进一步完善资助政策。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介
绍，在就业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劳动关
系协调、劳动用工保障等方面，将不断
完善实施政策，确保服务有效实施。

2021 年版国家标准在保障基本住
房需求方面，明确了公租房保障、城镇
棚户区住房改造和农村危房改造三项
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为保障困难群众基
本住房需求提供了有力保证。

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负责人
潘伟说，为保持政策延续性，对农村低保
边缘家庭和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
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
问题的其他脱贫户给予支持，逐步建立农
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赵辰昕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一个原则是“应有尽有”，凡是党中
央、国务院明确的我国公民应该享有的
基本公共服务，原则上要做到全覆盖、
不漏项；第二个原则是“承诺必达”。“国
家标准是国家向每一个公民作出的硬
承诺，所列服务项目必须在现阶段已基
本落实到位。略有差距的，作为今后五
年各级政府补短板的重点方向，逐步填
平补齐。” 据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印发

这份国家承诺清单，每一位公民都享有
新华社记者 安 蓓 谢希瑶

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