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在北京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

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把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贯穿筹办工作全过程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北京、河北考察，主持召开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
事，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筹办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重大。要坚定信心、奋发有
为、精益求精、战胜困难，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把绿色办
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贯穿筹办工作全过程，
全力做好各项筹办工作，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
卓越的奥运盛会。

习近平向所有运动员、教练员，向所有参与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筹办的建设者、管理者和工作人员致以崇高的
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向大家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汇报会。

隆冬时节，华北大地碧空如洗，山区银装素裹。1月18
日至19日，习近平分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
记蔡奇和市长陈吉宁，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陪同下，冒着严
寒先后来到海淀、延庆、张家口等地，深入体育场馆、训练
基地、交通枢纽等，实地了解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
筹办情况。

18日上午，习近平首先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首都体
育馆，听取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整体情况、参赛
备战和群众性冰雪运动开展情况介绍，对各项筹办工作取得
的进展表示肯定。

首都体育馆是国内第一座人工室内冰场，经过改扩建已
具备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训练条件。习近平走到
训练场边，察看场馆改造情况，同国家花样滑冰队和短道速
滑队运动员、教练员代表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建设体育

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体
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要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推动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补缺项、强弱项，逐步
解决竞技体育强、群众体育弱和“夏强冬弱”、“冰强雪
弱”的问题，推动新时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高现代竞
技体育水平，既要靠气力，也要靠技力。运动员要有为国争
光、勇创佳绩的志气，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加强技术创新，
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和技术，不断提高训练和比赛水平。

18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考察调研。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规划建设了7条雪道，
赛时将承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全部比赛。
习近平乘坐缆车到达雪道中间平台，了解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建设情况。习近平强调，要突出绿色办奥理念，把发展体育
事业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让体育设施同自然景观

和谐相融，确保人们既能尽享冰雪运动的无穷魅力，又能尽
览大自然的生态之美。

在竞技结束区，习近平观看了中心防护网安装、雪道巡
查、运动员救援等赛场保障工作演示和高山滑雪竞技比赛训
练情况。习近平指出，安全是重大体育赛事必须坚守的底
线。高山滑雪是“勇敢者的运动”，要强化各方面安全保
障，抓好管理团队、救护力量和设施维护队伍建设，完善防
疫、防火、防事故等风险防范措施，加强应急演练，确保万
无一失。希望大家科学训练，注意安全，保重身体，提高水
平，发挥在“家门口”参赛优势，争取在高山滑雪项目上实
现奖牌零的突破。

随后，习近平前往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先后来到赛道出
发区、结束区，察看了雪车、雪橇运动员从出发到冲刺的完
整训练过程。 （下转第五版）

□记者 李子路 报道
本报聊城1月20日讯 1月19日至20日，省委副书记杨东

奇到聊城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
筹发展和安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树牢底线思维，克服麻痹情绪，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
部署，深入开展各类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力做好保
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

杨东奇深入茌平区万和通物流公司和骏程金属材料公
司、临清市德能金玉米生物公司、高唐县时风集团，并随机
来到1家建筑工地，实地了解危化品运输、安全生产、应急
指挥和建筑施工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全覆盖、零容
忍、严执法、重实效”，对各领域安全隐患全面开展“大扫
除”，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责任落实到车
间、岗位、个人，建立健全奖惩机制，严格执行信息报告制
度。

杨东奇还来到茌平区综治中心、临清市车管所和基层派
出所、高唐县基层司法调解中心调研，沿途走进农村、社
区，查看疫情防控、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等情况。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的重要
指示精神，坚持和发展好“枫桥经验”，大力推进网格化服
务管理，积极探索矛盾纠纷化解新路子，激活社会治理体系
的基层细胞。要时刻绷紧农村疫情防控这根弦，注意外防输
入、减少人群聚集，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果断处置。要全力
做好群众温暖过冬工作，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落实好困难群
众救助措施，确保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杨东奇在聊城市调研时强调

把维护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全力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农农业业总总产产值值率率先先超超万万亿亿元元，，为为什什么么是是山山东东

1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筹办工作汇报会。这是20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报道

1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这是18日上午，习近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首都体育馆，同国家花样滑冰队
和短道速滑队运动员、教练员等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报道

□ 本报记者 毛鑫鑫 赵小菊

10190 . 6亿元！1月20日，山东省统计局传来喜讯：经国
家统计局确认，2020年山东农业总产值在全国率先迈上万亿
元新台阶。

在并不安稳的2020年，山东作为全国农业发展的“排头
兵”，以连续7年站稳5000万吨台阶的粮食总产、连续6年超
过8000万吨的蔬菜产量，给了全省、全国人民一个充实的
“粮袋子”、安稳的“菜篮子”。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全国GDP突破百万亿元的历史
节点，山东农业总产值首超万亿元，展现的是端稳中国饭碗
的底气，折射的是传统农业在新时代焕发的勃勃生机。

万亿元！来之不易，意义重大

1月19日上午，从兰陵县出发的2000箱15吨爱心蔬菜运抵
河北石家庄高新区，参与运输的车主之一李锋，早在2020年2
月就曾满载一车蔬菜驰援湖北武汉。从湖北到河北，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中，山东总是将最新鲜的蔬菜第一时间送至最
急急需的地方。这体现了山东人的情谊，更源自农业大省的底
气。

“在全国稳产保供大局中，山东的作用举足轻重。”省
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褚瑞云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
年山东农业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意义重大。

省统计局农村处副处长张秋菊介绍，这10190 . 6亿元农业
总产值，细分来看，包括5168 . 4亿元的种植业产值、214 . 2亿
元的林业产值、2571 . 9亿元的牧业产值、1432 . 1亿元的渔业产
值，以及804 . 1亿元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在山东，并非是农林牧渔中某个产业非常突出，某些
产业较为落后，而是产业结构协调、合理，各产业发展相对
均衡。”褚瑞云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指出，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
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粮食市
场波动加剧，粮食安全重要性更加凸显。作为产粮大省，山
东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去年粮食生产实现“夏
增、秋增、全年增”，总产量达到5446 . 8万吨，连续7年站稳
千亿斤台阶；粮食亩产达到438 . 5公斤，再创历史新高。

作为全国最大的“菜园子”，面对去年年初的生产、流
通、消费全环节受阻，山东多部门齐抓共管，将种子种苗、
农药、肥料、农膜等物资，纳入应急运输绿色通道，全年蔬菜
播种面积2231 . 0万亩，比上年增加35 . 0万亩；亩产3780 . 7公斤，
增加55 . 7公斤；蔬菜总产量8434 . 7万吨，增加253 . 6万吨。

新冠肺炎疫情叠加非洲猪瘟影响，去年山东像抓粮食生
产一样抓生猪生产，较之上年末，全省生猪存栏增长34 . 8%，能

繁母猪存栏增长55 . 0%，迅速提升至接近常年水平。
在全国农业大盘子中，山东生产了约占全国8%的粮食、

11%的水果、12%的蔬菜、13%的水产品，而这些，是山东用
约占全国6%的耕地和1%的淡水生产的。

万亿元！靠牢固基础，靠科技赋能

从2016年的9075 . 60亿元，到2017年的9140 . 36亿元，到2018
年的9397 . 39亿元，再到2019年的9671 . 67亿元，最终在2020年实
现过万亿元。突破性成就的背后，是经年不停的进取。

“全国农业看山东”。放眼历史，山东在贸工农一体化、农
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形成的“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
式”，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进入新时代，山东下实功、
出实招，坚定扛起农业大省责任，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为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供给，山东坚持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和棉花生产保护区5650
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113万亩。

“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去年我们村的小麦每亩增产
了200多斤。”聊城市东昌府区梁水镇孟庄村党支部书记陆
宪富说，现在村里麦田成方连片，新打了18眼机井，配套节
水管道7100米，解决了浇水用地的问题。

山东农业总产值的跨越，得益于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围
绕“增产、提质、高效、绿色”，山东瞄准关键环节和“卡
脖子”技术强化科技攻关，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由
2016年的61 . 8%提高到目前的64 . 56%。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癌
症”，可导致减产10%-20%，重病田可致绝收，但相关研究
全球鲜有突破性进展。去年4月，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
学》在线发表山东农业大学孔令让团队的科研成果，首次从
小麦近缘植物中克隆出抗赤霉病基因，为解决这一世界性难
题找到了“金钥匙”。 （下转第二版）

□记者 李勇 通讯员 董乃德 报道
山东农业总产值的跨越，得益于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图为2020年6月，收割机在邹平市孙镇收获小麦。

■ 关注笏山金矿事故救援

10号钻孔开钻

将作为生命救援通道

报端看点

1月2 0日1 5时3 0分，随着

1200mm口径的截齿钻头开始转

动，10号钻孔正式开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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