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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进行第三次彩排
张艺谋期待最终圆满呈现

新华社北京 1月 2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8 日宣
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月4
日至6日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
会开幕式，为来华出席开幕式
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王室成
员及国际组织负责人举行欢迎
宴会，并举行相关双边活动。

出席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开幕式及相关活动的国际政
要有：俄罗斯总统普京、柬埔
寨国王西哈莫尼、新加坡总统
哈莉玛、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
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
罗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
蒙、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
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济约耶夫、埃及总统塞
西、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卡塔
尔埃米尔塔米姆、阿联酋阿布
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波兰总统
杜达、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卢森堡大公亨利、摩纳哥亲王
阿尔贝二世、阿根廷总统费尔
南德斯、厄瓜多尔总统拉索、
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巴基
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波黑部
长会议主席特盖尔蒂亚、巴布
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韩国
国会议长朴炳锡、阿塞拜疆副
总理阿赫梅多夫、泰国公主诗
琳通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大
主席沙希德、世界卫生组织总
干事谭德塞、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总干事邓鸿森、新开发银行
行长特罗约、上海合作组织秘
书长张明等。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8日
电（记者胡喆、张泉）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28日发布《2021中国
的航天》白皮书，介绍 2016 年
以来中国航天活动主要进展、
未来五年主要任务，进一步增
进国际社会对中国航天事业
的了解。

白皮书约 12500 字，除前
言、结束语外共包括六个部
分，分别是开启全面建设航天
强国新征程、发展空间技术与
系统、培育壮大空间应用产
业、开展空间科学探索与研
究、推进航天治理现代化、构
建航天国际合作新格局。

白皮书说，中国始终把发
展航天事业作为国家整体发
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
坚持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
外层空间。

白 皮 书 指 出 ，2016 年 以

来，中国航天进入创新发展
“快车道”，空间基础设施建设
稳步推进，北斗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建成开通，高分辨率对地
观测系统基本建成，卫星通信
广播服务能力稳步增强，探月
工程“三步走”圆满收官，中国
空间站建设全面开启，“天问
一号”实现从地月系到行星际
探测的跨越，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辉煌成就。

白皮书说，未来五年，中
国航天将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按照高质量发展要
求，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
空间应用全面发展，开启全面
建设航天强国新征程，为服
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外空领
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
贡献。

“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
——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冒雪访山村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胡 健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202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

未来五年全面建设航天强国

北京冬奥会火炬传递2月2日启动
覆盖三大赛区闭环内外

农历小年刚过，汾河两岸瑞雪纷飞，大
地一派银装素裹。

1月2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风雪
严寒来到山西省临汾市，进山村、访农户，为
乡亲们送去党中央的关心和慰问，向全国各
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总书记春节前夕走基层，党的十八大以
来已是第十个年头。

十年来，少数民族村寨中、北方边陲哨
所上、首都北京胡同里……都留下了总书记
同群众在一起的身影。

“我今天到山西来，主要是关心去年灾
情对大家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在霍州市
师庄乡冯南垣村，习近平总书记对闻讯而来
的村民们说。

去年 10 月，山西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
最强秋汛，全省 11 市 240 多万人、480 多万
亩农作物受灾。冯南垣村是农房受损较为严
重的村落之一。

灾后恢复重建和秋冬补种工作进展如
何？受灾群众能否安全温暖过冬？无不牵动
着总书记的心。

在冯南垣村，习近平总书记一下车，就
站在大雪中听取了全省受灾情况、恢复重建
情况汇报。

“损毁房屋都修好了吗”“冬小麦补种情
况如何”……总书记问得很细。

山西省有关负责同志告诉总书记，灾情
发生后，全省重点抓了“解决吃穿住、确保不
返贫、关注风雨雪、抓紧种收建”这几件大
事，5 万多户受损农房已全部修缮重建，冬
小麦播种面积还有所增加。

总书记点点头。
雪越下越大，远山浸没在一片薄雾中。

沿着村路，习近平总书记缓缓步行，实地察
看灾后恢复重建情况。

修葺一新的街道，干净整齐。道路两旁
十几户人家，家家贴上了春联、挂上了灯笼，
年味十足。

“村容村貌很好啊！”总书记赞道。
村民师红兵一家三代五口人迎出门外，

热情邀请总书记到家里看看。
走进院子，迎面两垛金黄的玉米、一笼

下蛋土鸡、十几件常用农具、二三十袋清洁
煤，收拾得十分利落。

习近平总书记边走边看，顺手掀开墙边
一溜大缸的盖子，一一观瞧——一缸蒸好的
年馍，两缸新收的小麦。总书记问道：“粮食
够吃吗？”

“够吃。”师红兵答道。
总书记先后走进储藏室、厨房，察看年

货：生的有萝卜、白菜、猪肉、粉条、苹果、大
枣……熟的有豆腐、丸子、带鱼、酥肉……
打开冰箱，有菜有蛋；掀开锅盖，刚蒸好的
年馍热气腾腾。“想吃什么都有。”总书记
笑道。

看完吃的，看住的。

在去年 10 月份那场强降雨中，师红兵
家 4 间窑洞全部倒塌。在当地政府帮助下，
很快就在原址重建了2间新房。

师红兵告诉总书记，2间房，50平方米，
重建费用约 10 万元，其中享受当地补助和
各方面援助 8.8万元，个人只出了 1.2万元。

“一家人可以踏踏实实过年了，衷心感谢党、
感谢政府！”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其中一个房间。雪白
的墙壁，整齐的地砖，门口一个小煤炉烧得
旺旺的，墙边缝纫机上两盆水仙生机勃勃。

桌上摆着白面、红枣、红豆、黑豆，一家
人正在制作当地传统节日食品——霍州年
馍，总书记洗洗手也加入进来。

一小块白面搓成长条，两端向内一卷，
仿佛如意形状，再点缀两颗红枣……总书记
三两下就做出一个枣花年馍。

“很吉祥！”看着一家人做出的枣花、登
高、兔子、小鱼等各式年馍，习近平总书记赞
叹道，“给人年年向好的感受，代表了广大父
老乡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走出院子，雪渐渐停了。
习近平总书记对围拢过来的乡亲们说：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虽然这次灾害很严重，
但在党和政府关心帮助下，有你们的自力更
生，很快把灾后重建和秋冬补种工作抓了起
来。看了你们村，新建的房子质量很好，补贴
也到位，老百姓家里年货备得足，很有年味，
我心里有了底。”

听了总书记的话，大家不由得鼓起
掌来。

“乡亲们在生产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
可以提出来。”他嘱咐当地负责同志，“党和
政府要继续帮助解决，大家齐心协力，一定
要把这个年过好。”

风雪中的足迹，铭刻着一诺千金的
分量。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顶风踏雪来到太
行山深处的骆驼湾村、顾家台村看真贫、访
真苦，吹响了脱贫攻坚的号角。

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考察山西，
辗转奔波来到吕梁山深处的赵家洼村，连看
三家特困户，发出啃下深度贫困硬骨头的
号令。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山西，
深入田间，察看黄花长势，对村民们说，乡亲
们脱贫后，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脱贫、防
止返贫，确保乡亲们持续增收致富。

时光无言，绘就恢弘的史诗。如今，摆脱
贫困、千年小康的梦想已经实现。

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
乡村振兴，是总书记此行考察的另一个
重点。

离开冯南垣村，穿山岭，过汾河，沿着蜿
蜒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一行驱车来到汾西
县僧念镇段村。

这个村子属于原吕梁山区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2014 年全村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75 户。通过种植、养殖、林果、光伏产业等
多元发展，于2019年12月整村脱贫。

在村便民服务中心，一张挂在墙上的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作战图”吸引了
总书记的目光。

“作战图”上，清晰列明 16 个脱贫不稳
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的名单，每一户的监测
识别时间、风险分类、帮扶责任人、帮扶措
施、解除风险时间一目了然。

“这个防返贫责任险怎么买？多少钱？”
总书记对图中的12项帮扶措施格外关注。

“是由政府统一为脱贫户代缴的，每人
每年15块8角。”

“光伏收益救助一年有多少？”
“我们村集体有一个100千瓦的光伏电

站，去年收益12万元，70%都用于脱贫户。”
“这个‘汾西防贫宝’是什么？”
“这是由我们的帮扶单位、县政府和社

会爱心人士共同成立的一项救助基金，惠及
所有农户，对因病因学因住房返贫等情况都
保障。”

“什么情况能享受这个救助？”
“在医疗报销、大病救助之外，剩余自付

的部分，我们进行阶梯式补助。”
“很好。通过政策兜底，建立了长效机

制。”一项项询问下来，总书记心里有了数。
小雪时下时歇，小山村一派祥和喜庆。
沿着平整的水泥路，习近平总书记走进

村民蔡文明家。
“总书记，冰天雪地的到山沟里看我

们。”老蔡十分激动。
“来看看你们，唠唠家常。”总书记面带

笑容，令人倍感亲切。
这是一座敞亮的平房小院，面阔五间、

四白落地，门口照壁上，彩瓷贴成的一个金
色大“福”字，寄托着幸福一家的美好祈愿。

今年61岁的老蔡是村里有名的养羊专
业户，2014年开始养羊，2016年底就靠这个
产业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这几年，在政府贴息贷款扶持下，老蔡
的养殖规模逐渐扩大，门口羊圈里已经有
90只绒山羊。前两天又添了 3只羊羔，老蔡
更是喜上眉梢。

客厅内暖意融融，总书记同一家人拉起
家常，询问养羊收益怎么样。

“好着呢，去年养羊纯收入 4 万多元。”
老蔡说。

“除了养羊，还种些什么吗？”
“种了十几亩玉米，主要是用来当羊饲

料。”
“儿子做什么工作？”总书记目光转向老

蔡的儿子蔡金。
“以前在浙江做推拿。今年打算回到本

县发展，自己开一个店。”
“很好，这是一门手艺。”总书记鼓励道。
“现在村里水、电、交通都很好，大家都

有事做、有收入，我们赶上了好时代，都是托
共产党的福、托总书记的福。”老蔡朴实的话
语道出了真挚的心声。

“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就是要让
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一年比一年过得
好。”总书记说。

一天天、一年年累积的沧桑之变，见证
着幸福光景的来之不易。

抚今追昔，思绪纷飞。
“你们这边是吕梁山，挨着就是黄河了，

再过去就是陕西。我插队那个延川县，离这
儿也不远，地形也都是这样的丘陵沟壑。黄
土高原生活着我们的祖祖辈辈，孕育着我们
的中华文明。”总书记说。

老蔡望着总书记，绵绵的乡土情拉近了
彼此的距离。

“曾几何时啊！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中国
人小时候都吃过苦，住在城里的也穿过补丁
衣服，我在陕北农村还曾经自己纺线织布。”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道，“过去我到农村，看到
这样那样让人揪心的事儿，心里很是不安、
难过。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农村，面貌完全改
变了，吃的穿的用的都不一样了，中国人几
千年来的温饱问题彻底解决了。”

走出老蔡家的院子，已是一片白雪皑
皑，山村沟壑间孕育着丰年的好兆头。白雪
覆盖着家家户户的屋顶，衬着红彤彤的窗
花，年味更浓了。

村文化广场上，红灯笼挂满树梢，乡亲
们打起威风锣鼓、扭起秧歌，一曲《风搅雪》
把气氛推向高潮。

“威风锣鼓，好威风！”习近平总书记的
热情点赞，引来一阵欢呼声。

走进热闹的人群，总书记同乡亲们谈及
此行的感受：

“这次来山西看了两个村，看到大家对
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我很高兴。下一步，我
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已经开
启，我们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把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好，使农村生活
奔向现代化，越走越有奔头。”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唯一选择就是为人
民群众做好事，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拼搏、
奉献、服务。这种执着追求 100 多年来从未
改变，多少革命先烈先辈为此付出了生命，
为国家建设改革发展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们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展望未来，总书记接着说：“我们就是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代接着一代干，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时，中国、中华
民族就会更加坚强昂扬地屹立于世界东方，
就会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坚定自信的话音，久久回荡在山村
上空。

新华社太原1月28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为迎接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来自北京、河北、山东、江
苏、甘肃等 20 多个省区市的万余名学生和家
长，以线下健步和线上打卡的方式参与到“健步
迎冬奥”的体育锻炼中。

本次活动于2022年1月17日启动，4月30日
结束，共有“走进冬奥、相伴火炬、我在冬奥、体验
冬奥”四个环节，参与者通过微信“畅步”小程序，
以健步走的方式线上参观冬奥场馆，了解冬奥知
识，参与火炬传递、夺取冬奥金牌等冬奥活动。

参与健步走的孩子和家长可以用脚步“丈
量”冬奥场馆，自主设计与冬奥相关的场馆路线
图、搭建模拟冬奥场馆、绘制海报，还可以模拟体
验冰壶比赛、跨越冰山、急速雪橇等冬奥运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 通讯员
周宇翔、张浩）1 月 28 日，距离北京冬奥
会开幕还有7天，冬奥会电力保障筹备工
作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国家跳台滑
雪中心电力经理张鸿带领中心电力保障
团队进行应急演练，以提升保障队员的
应急处置能力，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电力保障工作增加实战经验。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电力保障团队
共有 74 人，保障工作共涉及变压器 29
台，场馆内特别重要负荷17处、重要负荷
34 处。”张鸿介绍，中心电力保障团队队
员全部来自唐山，他们追风逐雪，全力以
赴为冬奥电力安全保驾护航。

为了有条不紊地开展保障工作，面

对 22条工作流线、224个保障点位，国家
跳台滑雪中心电力保障团队以“专业+分
区”管理，将变电运行、保护、信息通讯、
用电等专业与5个保障分区的工作结合，
实现了冬奥电力保障资源的整合与共
享。同时，针对不同房间用电特点、用电
负荷，制作并张贴用电明白卡 700 余张，
保证了日常巡视和故障抢修的快捷、高
效、精准。

“提高保障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加
强实战。”张鸿表示，面对点多面广的保
障任务，保障团队针对27个不同场景，编

制了216个应急演练脚本，涉及到线路设
备维护、因故障停电、疫情防控等，并组
织全体队员，对216个应急演练脚本进行
了演练，团队的应急处置能力得到有效
提升。

春节将至，赛事临近，眼下，国家跳
台滑雪中心电力保障团队队员们正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坚守岗位，直至全部
赛事结束。“队员们将对家人的思念转化
为助力冬奥盛会精彩、非凡、卓越的不竭
动力，努力打造一支冬奥电力保障‘金
牌’团队。”张鸿说。

新华社北京 1月 28 日电（记者朱翃
赵雪彤）北京冬奥会火炬传递将于2月2日
至 4 日，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进
行，约 1200名火炬手参与这一活动。这是
记者28日在火炬传递主题媒体吹风会上获
悉的信息。

“北京冬奥会火炬传递将于2月2日至4
日，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进行，包
括11个闭环外的封闭传递区域和1个闭环
内的独立传递区域。”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
传部副部长吕钦介绍说，其中北京、延庆和
张家口赛区分别设立4个、2个和5个传递区
域；包括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八达岭长
城、世界葡萄博览园和张家口工业文化主题

公园等。整个火炬接力，坚持简约精彩、确
保安全的原则，并采取展示与接力相结合、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创新形式，使火炬接力
体现出简约、自主、更具体验感的特点。

本次北京冬奥会将有来自各行各业的
约 1200名火炬手，大部分是扎根生产和工
作一线、有突出贡献的“不平凡的普通
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14岁，
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57%。火炬手中，还
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

北京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万学
军在吹风会上介绍，闭环内传递的距离共
计 5.1 公里，平均每棒火炬手传递距离约
110米，整体传递路线是从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南园南门出发，按逆时针方向，经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南园东门、北门，最后到奥林匹
克宣言广场处收火。“1 月 20 日，进行全要
素演练的前夜，北京普降瑞雪，团队将之视
为‘全要素’的组成部分，对扫雪铲冰也进
行了测试演练。”万学军说。

北京冬奥组委火炬传递专项团队运行
副主任杨海滨在吹风会上介绍，在地点选择
上，闭环内火炬传递路线安排在毗邻鸟巢和
水立方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举行，作为

“双奥之城”的象征和古老中轴线上的明珠，
在以“奥林匹克”命名的森林公园中，奥林匹
克大家庭成员们将体验到“家”的感觉。

传递当天，火炬手们将从各自驻地乘

坐车辆抵达奥森南门，并有 30多名闭环内
志愿者为火炬手提供服务。火炬将在返回
集结点后，由专业人员拆除燃料系统后，交
给火炬手本人留作纪念。

冬奥会开幕式当天除了闭环内火炬传
递外，还有颐和园和大运河森林公园两场
火炬传递。“其中颐和园是华夏园囿的典
范，大运河是古今通衢的代表，本场传递上
承皇家园林的古老和恢弘，下启北京副中
心的源流和开放，预示以奥林匹克运动带
来的活力和激情，串联北京的历史和未来、
过去和现在，这样的安排既是奥林匹克带
给中国的礼物，也是我们对奥林匹克的馈
赠。”杨海滨说。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
电（记者姬烨、高萌、王楚捷）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近
日在国家体育场鸟巢进行了
第三次彩排，开闭幕式总导演
张艺谋表示，期待在 2 月 4 日
的开幕式上完整、圆满地呈现
精彩演出。

张艺谋说，这次与 2008
年奥运会不同，鸟巢在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只举办
4场开闭幕式相关仪式，不办
赛事，“这让我们可以有多次
这样的联排和彩排，能让团队
进行更好的磨合，大家也能呈
现得比较完整”。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电力保障团队进行应急演练 全国万名学生
“健步迎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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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
宏）为按时、优质推进各项冬奥
保障任务，河北旅投集团在住
宿、餐饮、医疗、交通等各项服
务保障方面充分准备，有1022
人为赛事保障工作提供服务。

河北旅投集团赛事保障
工作范围包括高铁运营片区、
志愿者片区、长城岭基地片
区、翠云山皇冠智选酒店片
区、云瑧金陵翠云山酒店片
区、翠云山云瑞酒店片区等。
其中，高铁运营服务保障共派
驻 50 名员工，负责高铁站相
关区域物业服务协调、管控、
应急处置指挥等工作；志愿者
片区共派驻 59 名员工，从事
交通物流、垃圾清运、安全防
疫、前台接待、客房及物资管

理等工作，每天提供住宿布草
达到3400余套。

河北旅投集团还派驻人
员支援崇礼长城岭训练基地，
该基地肩负着10余支国家滑
雪集训队的驻训保障任务。
目前，河北旅投集团在该基地
的服务人员共计182人，对接
协调各支国家滑雪集训队开
展工作，包括后勤防疫物资的
采购、专项力量训练器及体能
器械等维修保养、雪道保障等
工作，细微到日常保洁消毒、
每日三餐制作及分餐送餐，切
实保障驻训运动员生活无忧、
安心训练。

截至目前，河北旅投集团
已为赛事相关工作人员共计
3884人提供住宿保障等服务。

河北旅投集团 1022 人
为赛事保障工作提供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