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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1月16日，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
女排世界杯比赛中，中国女排以七战全胜的
成绩首次夺得世界冠军，以此为起点，开启
前无古人的“五连冠”伟业。

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女排姑娘们的顽强
拼搏精神极大鼓舞着全国人民；“学习女排，
振兴中华”，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印记。

2019年9月，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十
三届女排世界杯比赛中以全胜战绩卫冕，第
十次荣膺世界排球“三大赛”冠军。习近平
总书记在会见载誉回国的女排代表时指出，
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女排的喜爱，不仅是因
为你们夺得了冠军，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赛场
上展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
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
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
代最强音。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

——— 为中华崛起而拼搏

始建于1972年的福建漳州体育训练基
地，是中国女排最早的集训基地，见证了中
国女排赢得“五连冠”的感人历程。

已年近九旬的漳州女排训练基地原主任
钟家琪回忆说，当时突击建造的竹棚馆地面
是三合土的，摔上去沙砾会夹在肉里，队员
练完后要到医务室洗一洗，把沙子夹出来。

40多年前的竹棚馆早已不在，但老一辈
排球人都记得墙上张贴的口号：“滚上一身
泥，磨去几层皮，不怕千般苦，苦练技战
术，立志攀高峰。”

1976年，新一届女排国家队重新组建，
袁伟民出任主教练，他精挑细选的队员们，
都在竹棚馆里摸爬滚打过，都在这里接受过
一轮轮“魔鬼特训”。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1981年11月，日本大阪，中国女排夺得

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冠军。
1982年9月，秘鲁利马，中国女排夺得第

九届女排世界锦标赛冠军。
1984年8月，美国洛杉矶，中国女排夺得

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女排冠军。
1985年11月，日本东京，中国女排夺得

第四届女排世界杯冠军。

1986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中国
女排夺得第十届女排世界锦标赛冠军。

史无前例的“五连冠”，向全世界展示了
团结拼搏、锐意进取的中国国家形象，空前激
发了中华儿女的自豪感，极大鼓舞着全国人
民团结一心、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决心。为庆贺
中国女排首次获得世界冠军，《人民日报》用
整个头版进行报道，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
学习女排，振兴中华。那个时期，万人空巷看
女排成了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女排姑娘们成
为时代偶像，各行各业掀起了向女排学习的
热潮，“女排精神”应运而生。

老女排队长孙晋芳回顾女排奋斗历程时
表示，引导更多年轻人敢于担当的责任感，
为祖国尽一份力，就是对女排精神最好的传
承。

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 中国人的精神追寻

距离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已经
过去近40年，教练、队员换了一茬又一茬，

其间女排成绩有起有落，甚至经历了较长时
间的低谷，然而，全国人民始终关注、热
爱、支持中国女排，因为团结、拼搏、奋进
的精神始终延续在一代代中国女排身上。

正是靠着这种精神力量，在2004年雅典
奥运会决赛中，中国女排在0:2落后的绝境
下，上演惊天大逆转；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
上，中国女排姑娘们愈挫愈勇，绝地反击斩
获金牌。

弥足珍贵的女排精神早已超越体育范
畴，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追寻。

2020年3月，驰援武汉的一位“90后”女
护士，在微博上晒出自己身穿画着女排姑娘
朱婷漫画形象、写有“朱婷时代，与有荣
焉”字样防护服的图片，引来网友点赞。她
说：“在任何时候，想到朱婷和中国女排，
对战胜困难就更有信心。”

钟家琪退休后，经常到漳州基地的中国
女排腾飞纪念馆做义务讲解员。他说：“女
排精神曾经鼓舞一代又一代人振兴中华的雄
心，我们各行各业都需要这种不怕苦、不怕
累、不畏困难、不畏强敌的精神，希望这种
精神在女排身上一代一代传下去。”

自信自强、愈挫愈勇

——— 女排精神历久弥新

随着时代向前发展，女排精神内涵在不
断丰富。

40年前，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需要用冠军、
奖牌向世界证明自己，今天的中国已经跨过那
个历史阶段。当代中国人以更自信、更开放的大
国心态面向世界，中国女排呈现出新的时代精
神与风采：自信自强的姿态与祖国至上、团结协
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

“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
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虽然走
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
旧眼中坚定。”两年前，中国女排又一次赢
得世界杯冠军、享受巨大荣光时，主教练郎
平这样说。

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排
遭遇重挫，没能小组出线，卫冕失败。

回国后，中国女排姑娘们表示，团结协
作、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是队伍取得佳绩的
法宝，也是队伍遭遇挫折时的精神指引。她
们将继续发扬女排精神，携手奋进。

女排姑娘没有气馁，抖擞精神再出发；
女排球迷没有泄气，一如既往喊加油。

40年来，中国女排最宝贵之处，在于她
们以坚定强大的内心、砥砺进取的意志、从
头再来的无畏，让“失败”成为下一次成功
的“基石”。

中国女排的时代精神和风貌，感动着新
一代中国青年。

苏州17岁女孩顾夏婷自小遭遇家庭变
故，性格内向的她在初中时喜欢上了打排球，
并成为中国女排的球迷。她说：“女排在场上
会遇到挫折、低谷，她们都坚持下来了，我觉
得我也可以，女排精神感染了我。”

历久弥新的女排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
贵精神财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征程中，大力弘扬女排精神，将激励全体中
华儿女团结一心、不畏困难、不惧挑战，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力拼搏。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记者 王恒志 曹剑杰）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记者 王思北）为倡导全社会
共管共治网络谣言，共建共享网络文明，中央网信办违法
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中国文明网、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
会和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1日联合发布《“抵制网络
谣言 共建网络文明”倡议书》。

倡议书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类谣言在网
上传播扩散，严重误导公共舆论，损害网民权益，污染网
络环境。整治网络谣言乱象、净化网络生态、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心声。

倡议书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互
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各类网络行为主体应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坚决杜绝造谣传谣等违法违规行
为，绝不让互联网成为传播有害信息、造谣生事的平台。

倡议书提出“严守传播秩序、完善治谣格局、辟除网
络谣言、共建网络文明”四点倡议，旨在进一步强化互联
网平台主体责任，提升社会公众网络媒介素养、科学精神
和法治意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全社会
共同治理网络谣言、共同建设网络文明的良好局面。

据悉，8月26日至9月3日，中央网信办在中国互联网
联合辟谣平台上线三周年之际，在全网开展“聚辟谣之力

扬文明之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此次倡议书的发布是
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记者 王鹏 胡浩）记者1日
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获悉，《教育督导问责办法》于9月1
日起实施，六类情形将被问责。

六类情形包括：一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
央、国务院教育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二是履行教育职
责不到位，三是教育攻坚任务完成严重滞后，四是办学行
为不规范，五是教育教学质量下降，六是安全问题较多或
拒不接受教育督导。被督导单位的主管部门要指导督促被
督导单位落实整改意见，整改不力要负连带责任。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教育督导
局局长田祖荫介绍，办法明确了问责对象主要包括地方政
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有关工作人
员三类，各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负责本地区教育督
导问责工作，依法追究存在违规行为的单位、个人的责任。

对于问责方式，办法明确，针对被督导单位，主要采
取公开批评、约谈、督导通报、资源调整、行政处罚等问
责方式；针对责任人，主要采取责令检查、约谈、通报批
评、组织处理、处分、移交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等问责方
式；针对民办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责任人，还可采取依法
罚没违法所得、从业禁止、纳入诚信记录等问责方式。

教育部明确办学行为

不规范等情形将被问责

《“抵制网络谣言 共建

网络文明”倡议书》发布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9月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
大对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
度，加强政策储备，做好跨周期调节；决定
强化国家助学贷款支持，让更多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安心求学；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稳增长、保就业，重在保市
场主体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要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大对
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针对大宗商品价格居
高不下导致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应收账款增
加、疫情灾情影响等问题，在用好已出台惠
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措施稳住市场主
体、稳住就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一是加大帮扶政策力度。今年再新增3000亿
元支小再贷款额度，支持地方法人银行向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完善对受疫
情影响严重行业企业贷款贴息及奖补政策。
推动银行更多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建立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风险补偿机制，支持担保
机构为缺乏抵押物和信用记录的小微企业提
供担保。引导金融机构开展票据贴现和标准
化票据融资，人民银行提供再贴现支持，缓
解中小微企业占款压力。二是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公
平竞争，增强发展信心。加大对创业创新的
支持力度。严禁乱收费、乱摊派。继续开展
清理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专项行动。鼓励地

方有针对性出台帮扶措施，减轻中小微企业
成本上升压力。三是统筹做好跨周期调节。
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作用带动扩大有效投
资。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和发展实体经济需要，
加强政策储备，研究和适时出台部分惠企政
策到期后的接续政策，提高应对困难挑战的
能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就业稳定。

为更好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后顾之忧，
帮助他们安心求学、学有所成，促进教育公平，
会议决定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一是
自今年秋季学期起提高贷款额度，将本专科生
每生每年最高贷款额度由8000元提高至12000
元，研究生由12000元提高至16000元，财政对学
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实行全额补贴。二是财
政继续对助学贷款承办银行给予一定比例风

险补偿并合理调低补偿比例。三是引导学生勤
俭节约，努力向学、学以致用，增强就业和报效
国家、服务社会能力。学校也要努力为学生提
供更多勤工助学的机会。

农产品质量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会
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修订草案）》。草案全面落实食品药品安
全“四个最严”要求，进一步加强农产品生
产经营全过程管控。明确生产经营者主体责
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和相关部门监管责
任。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完
善监督措施，强化问责执法，大幅提高对违
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会议决定将草案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强化国家助学贷款支持

让更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

为祖国拼搏
——— 女排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报道
2019年9月29日，第十三届女排世界杯颁奖仪式在日本大阪举行，中国队在本届比赛中以

十一连胜的战绩夺得了冠军。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记者 彭韵佳）国家医保
局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
方案》，明确将遴选5个试点城市，有序推进医疗服务价
格改革。其他有条件的省份也可组织设区的市，按照试
点方案要求因地制宜开展试点。

试点方案明确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目标，通过3至5年的
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经验。
到2025年，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
分类管理、医院参与、科学确定、动态调整的医疗服务价格
机制成熟定型，价格杠杆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试点方案明确在建立健全五大机制上进行探索，包
括：一是更可持续的总量调控机制。二是规范有序的价
格分类形成机制。三是灵敏有度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四是目标导向的价格项目管理机制。五是严密高效的价
格监测考核机制。

试点方案要求，要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权限配
置、完善制定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规则程序、加强医
疗服务价格管理能力建设，完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的支
撑体系，统筹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分级诊疗、医疗
控费、医保支付等相关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

我国将设立深化医疗服务

价格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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